
A16～A17

□文/半岛记者 张文艳
图/摘自《历史的丰碑》（彩色
照片除外）

70年，光辉岁月弹指一
挥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为祖国献礼，
本期我们策划回顾天安门广
场的那颗跳动了65年的“青
岛心”。那段艰苦卓越的日
子，有搬运工人们的汗水和
智慧，有各行各业人的关注
和支持，有青岛百姓们的无
私奉献精神。半岛记者采访
了亲历者们，搬运工人的后
代们，道路交通博物馆的负
责人，通过他们的讲述，再现
了激情澎湃的岁月。

选定浮山
采运渡过一个个难关

当碑心石选定浮山的消息传到青岛后，准备
工作立刻展开了。为了确保碑心石大石料采运工
作在青岛顺利进行，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专门
委员会，北京方面派遣13人到会，设有搬运工87
人，并制定了系列会议汇报以及学习制度。1952年
9月青岛建筑公司第一石料厂开始对石料毛坯进
行开采和粗加工。所谓的粗加工，据采访过此事
的顾广援先生说，其实就是“去掉山皮，表面的石
头因为风吹日晒已经不能用了，他们去掉了很
深的一部分，并把碎石运到山下，避免碍事”。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
比较重要的是道路工程，一部分是从山上到山
下，一部分是从山下到车站，这在当时来说，无异
于大工程。在《历史的丰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
建纪事》中，半岛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份材料：1953年1
月13日，中共青岛市委召开了研究采运石料的工作
会议。关于运送石料还进行了一次商讨请示，资料
显示，“为请示运输人民英雄纪念碑大石料修建计
划”，青岛市财委上报了两种方案，第一方案预算是
21.77万元，“这一方案纯属临时道路，原路面太窄，
运完大石料后，汽车、马车仍无法对开运行，特别是
路边之沟渠，一般均为临时填平，雨后必然冲毁”；
第二方案是长久方案，预算则为36.088万元，“路面
展宽为九公尺，桥梁涵洞随同修建，运完大石料
后，即为固定公路”。青岛市委倾向于第二方案，
予以请求审批。由此看来，碑心石采运也顺便让
青岛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道路修建和拓宽。
兴建委员会施工组的组长陈志德是采石工程
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记录下的工作报告中，提到
了采石中的多个细节。“工人们由京到达青岛再来
到山场工作之前的数日中，分别联系各有关部门，
准备到山场的一切事项，进行汇报。鞍山6名技术人
员，北京架工二人，木工二人，（青岛）搬运公司20人，
对工人进行教育，让大家团结互助，想办法找窍门，
（青岛）搬运工人认识比较好，鞍山人员技术经
验比青岛搬运工人丰富，计划在七月十五日开
运，青苗、赔偿、障碍物、吃饭、住宿等问题已解

决，并得到搬运公司行政领导重视，大力支援。上山
交通工具不便，汽车一趟花费18万元，马车浪费时
间，重要的事情由通讯员走路传达，此问题已得到
解决”。这是陈志德在1953年2月19日的工作报告，可
见他们对巨石采运工作极为认真。
选定采石地点后，从北京赶到青岛，看到雄
伟的浮山陈志德也有点蒙，因为如此高的山，运
一座300吨重的石碑在当时有点“天方夜谭”，不
说别的，起这块碑石就很难。在石工的建议下，
陈志德找到了崂山老石工李开山，他人如其名，
因采石技术高超被称为“山神”。李开山到了现
场也倒吸了一口凉气，根据他的经验判断，简单
的工具是不能完成采石工作的，得用炮轰。粗量
的尺寸长约15米宽约3米，凿出40多个炮眼，装
好炸药，进行轰炸，却并没有完全炸开山石。但
炸药能让石头松动，起石就比较容易了。于是，
钢楔子、千斤顶一起用，开石槽、加压力，巨石离
开了山体。这一道程序让顾广援印象也非常深
刻，他亲眼目睹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中的危
险和艰难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运到车站
青岛百姓一路欢送

采石结束后，搬运同样是横亘在眼前的一
大难题。
首先，将300吨巨石从山上运到山脚下，怎
么运？翻看老照片，不得不为搬运工人们捏了一
把汗。1953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与
山东省联运公司青岛分公司所书的青岛市搬运公
司签订了《搬运大石料合同书》，合同书中解开了半
岛记者心目中的很多疑团，比如采石的地点，运输
的工具和方式等等。在合同中，明确写到了起卸地
点在浮山大金顶。在没有电器设备的年代，他们起
运所用的工具其实很简单，“铁纹磨、钢丝绳、千斤
顶、滚木、各种车辆及大小木材”。就是这些简单的
工具，完成了一次史诗般的运输任务。
1953年7月10日，大石料由青岛市搬运公司
起重队工人实施搬运，自开采搬运到半山腰平
坦处行走60米。采打时拴上钢丝绳，由山上铺轨

溜放，7月11日下午，石料放下山，经过转向、转
身，第二次加工后，大石料长14.7米，宽2.92米，
中间厚1米，两边厚0.8米，重量约为102吨。此
时，离开采已经过了41天。
第二步，去火车站。当时的道路状况，运送
如此巨大的碑石，那可不容易。老照片上，巨石
和工人们经过了急转弯，过了山环，经过加固后
的桥梁，又走过了几个村庄，到达辽宁路市区。
碑心石在运输过程中，得到了青岛人民的大力
支持，在运输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大料通过三个麦岛拆除妨碍交通的5间房屋
及墙垣178米，通过后，修复拆除的房屋和墙垣，赔偿
损坏的青苗。在赔偿青苗过程中，王家麦岛、徐家麦
岛徐垣琢、徐贤玉等人坚决不要赔偿，并称道‘运石
料是为了给烈士们建碑，这是光荣的事呀，几千年
也不会有这么一回事，踏点青苗算了什么，况且工
人踏得还不多，都是看的人踏的，大家绝不能要政
府的钱’，体现出对碑深刻的认识。”
石碑每到一处，沿途都有群众热烈欢迎，麦
岛乡村小学的学生们为辛劳的工人们表演节目，
浮山所小学的学生们还跳起了舞蹈，《拔萝卜》的
歌声妙趣横生。鲜艳的五星红旗递到他们的手
中，一路上，工人们收获的是掌声和感动。他们吃
住在工地，有时长时间不能回家，这样的场景给
予他们的是自豪和满足，“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
为了纪念永垂不朽的烈士，咱有多大力量就得出
多大力”，顾广援采访工人时，他们如是回答。
就这样，石碑上了火车，一路运到北京，
1953年10月13日上午10时，抵达京城。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所属职工及铁路工作
人员百余人，在车站上举行了热烈的仪式，欢迎
护送大石料来京的全体工作人员。
任务完成了，青岛市搬运公司起重队的17
名搬运工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饭，并在北京合
影留念。他们的代表得到了朱德等中央领导人
的接见和表彰，并带回了印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字眼的文化衫和奖章。
碑心石运到北京后，纪念碑工地也在按照
建设计划稳步推进。1955年3月10日，纪念碑的
碑心石安装完毕。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
碑隆重揭幕，“青岛心”展示在了全国人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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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搬运的青岛工人在现场合影。

浮山料石厂王文健采石。 搬运前粗加工。 山上铺轨滑运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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