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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碑
赤裸皴裂的双脚在荒原上走出

一条道路，

长满老茧的双手在热土上建起

一座新城。

艰苦岁月留下永远的回忆，

如今的家园是多么温馨。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

更是一座丰碑见证着中华民族

的复兴。

刻碑的工匠是英雄的战士，

无意中在碑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作

者为基建工程兵建设深圳赋诗题记

由于深圳 30年间从一个边陲小镇
成长为国际大都市，也由于早期的深圳
特别缺乏人才，两万基建工程兵部队的
到来，为这座城市引进了第一批急需人
才。由此，一座城市与一支部队共同成
长！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
支部队的命运紧紧地与一座城市连在
一起。

部队干部多、党员多、技术人员多，
组织纪律性强、素质高，对初创时期的
深圳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人才资源。部

队集体转业后，先后向全市各单位输送
大批人才。事实证明，从部队选调的干
部，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适应快、能力强，
很快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例如，市纪
委成立初期，集中从部队选调 37人，占
当时全市 150 多人纪检队伍中的四分
之一；1984年深圳成立市基建办时，最
初的 25名干部中的三分之一多来自基
建工程兵部队；基建工程兵部队调入全
市公安战线有一千多人，大大增强了公
安战线的力量。据统计，基建工程兵部

队输送到全市各单位的官兵有八千多
人，他们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深圳是一块创业的热土，深圳的创
业大军里有基建工程兵数量众多的干
部战士，他们创办或管理着一些在国内
外颇有影响的著名企业。其中，有中国
最大的民营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的创办者、总裁任正非；有中国著名
的文化+科技企业华强集团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梁光伟；有香港卫视创办人、董
事局主席高洪星；有中国装饰行业的引
领人、深圳市建筑装饰总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汪家玉；有中国电子印章技术研发
带头人、国盾公司董事长沈远彪；有
1979年最早进入深圳的部队负责人、负
责建设国贸大厦项目的深圳市物业公
司总经理马成礼等。

深圳的城市精神是“开拓、创新、团
结、奉献”。城市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人们
的实践，基建工程兵转业退伍军人中涌
现出的一批先进模范人物，成为深圳精
神的代表。其中，有被市委命名为“特区
领导干部的楷模”、市纪委原副书记廖成
林；有发起并坚持数年关爱抗战老兵的
深圳市越众公司（原基建工程兵304团）
董事长应宪；有坚持数年捐款为白内障
患者免费做手术，惠及近千人的企业家
刘坤德；有被树立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典型、
深圳市血液中心已故医生徐粼等。

基建工程兵两万部队对深圳早期
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许
可以这样评价这支队伍：深圳是改革开
放的窗口，这支队伍是变革者、弄潮儿；
深圳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
地，这支队伍是实践者、成功者；深圳是
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哨
阵地，这支队伍是马前卒和排头兵。

人才辈出堪称特区中坚

1982 年隆冬，京广线南段，陆续驶
过一百列军列、两千多节车皮，满载来
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干
部战士，连同各种机械设备，奉国务院、
中央军委命令，直驰南国边陲的深圳特
区……

这支大部队的到来，连同先前已参
加特区建设的基建工程兵 1支队深圳
指挥所的部队，再加上部队家属，迅速
改变了特区初创时的人口结构，成为当
时数量最大的外来移民，也成为特区建
设的中坚力量。因为当时的深圳（改市
之前的宝安县）只有 30多万人口，特区
内只有两万居民。

1982 年 8月 19日，国务院、中央军
委作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

1983 年 9月 19日，深圳市委、市政
府召开“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改编
大会”，宣布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
业改编为深圳市建设公司下属的建
筑企业。

两万部队集中调入时，深圳只是一
个边陲小镇，偏僻荒凉，首先部队在安
家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由于部队
驻地荆棘丛生，荒草没膝，没有地方住，
就搭起了竹棚落脚，冬日不避风，夏日
不遮雨；没有厨房，许多连队在地上挖
坑埋灶，在山上捡柴煮饭；喝不上水，部
队只有打井取水。

但是，与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相
比，自然环境的艰苦还算不了什么。
1983至 1984年，部队边完成整编工作，
边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到火热的特区基
建任务中，没有想到国家宏观经济环境
发生了巨变，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深圳压缩的力度尤其大，由基建工程兵
改编的建筑企业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

但是，脱胎于基建工程兵的这个团
队毕竟是一支纪律严明，斗志顽强的队

伍。他们在这段困难时期主动作为，上
下齐心解难脱困，仍然打了许多漂亮
仗。

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重建新唐山
的 19 团，1983 年一进入深圳就接下了
深圳首座污水处理厂的艰难施工任
务。施工现场全是稀泥，人进工地需要
脱了长裤子。但大家齐心攻克难关，机
械设备不足，就靠人海战术，用十字镐
挖石头，用铁锹铲污泥，用洗脸盆舀污
水，用箩筐运送渣土。经过一个多月的
奋战，奇迹出现了：挖掉了污泥两万多
立方米，清舀污水 5000多吨，确保了工
程进度。进入主体工程后，战士们的长
处发挥出来了，工程进展比较快，到年
底提前完成了任务。

302团是一支老工程兵部队，到深
圳后接手了南头直升机机场项目这块
建设工程量大、工期又特别紧的难啃骨
头。但他们不惧困难，所有人员日夜加
班，拼命工作，表现出了这支老部队敢
打硬拼的英雄气概。最后，只用 4个月
时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
质量优良。因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
务，由部队改编而来的市政公司赢得了
“铁军”的美誉。

就这样，这支部队改编后，退伍
不褪色，换装不换心，始终保持着军
队的优良传统，又积极适应市场经济
的新要求，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新的转变，成为深圳市的一支建
设劲旅。

30多年里，这支队伍为深圳建设作
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这支队
伍除建成了深圳第一栋高楼深圳电子
大厦等高层、超高层建筑上千栋外，还
承建了名目繁多的大量建设项目，获得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15 项，获得国家
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市政金杯示范
工程奖、全国用户满意建筑工程奖、全
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奖、国家工
程质量奖、优秀测绘工程奖等其它国家
级奖项71项。

脱下军装依然是支劲旅

当年深圳老街新园招待所的西边，
与建设路平行有一条黑臭的排洪沟，长
1650米，宽 6米，一直通到深圳河边。

深圳建市了，面貌需改变，治理污
水沟是当务之急。但是，这样的污水沟
太脏、太臭、太难清理，没有人愿意干这
样的麻烦活。1980 年，市领导提出请
部队承担清理污水沟的任务。部队派
出 2连、3连、6连等几个连队分段包干，
彻底清理。

在狭窄的沟渠里干活，机械设备
用不上，战士们就用镐刨，用锹铲，污
泥垃圾用竹篮运出去。就这样连续奋
战了将近一个月，提前 5天完成任务，
将排洪沟彻底清理干净了。治理污水
沟的工程一完成，立刻让深圳市民对
部队刮目相看，夸奖说：“这支部队确
实能打硬仗”。

1981 年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
际，当时的深圳没有像样的市政道路，
香港人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铁路两边
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坑，高低不平的道
路十分难行。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环境，
市领导决定在广深铁路的东面与铁路
平行修一条市政马路，也就是后来的建
设路。

修路的任务开始交给了民工队。
民工对道路上很深的黄泥塘没有办法，
就简单处理一下勉强在上面铺出了路
面。表面上看道路还算平整，但是载重
汽车一过，路面塌陷，黄泥浆翻了出
来。民工队一看道路一时弄不好，泄了
气，丢下修路的活不管回家过年去了。
这下子让市领导抓了瞎。随即，市领导
将修路工程交给了基建工程兵部队，要
求一周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部队受领任务后，先用挖掘机、推
土机，将黄泥塘里的污泥全部清理干
净，一直挖到地底下坚硬的老土层和岩
石面。然后，用大翻斗车从远处拉来砂
石回填。再用大型压路机将路面压得
平整结实。为了力争在一周时间内完
成艰巨的施工任务，在这个不大的工作
场地里，部队派出了 3个连队、24小时
轮换施工抢时间，结果用 3天多时间提
前完成了任务。那年春节，当香港居民
们过了罗湖桥，看到眼前是一条平坦的
马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市领导为
此多次表扬了部队，部队也有了“有难
题，找基建兵”的美誉。

作为国家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深圳
的改革开放为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但是，当时的深圳百废待兴、万事开头
难，尤其奇缺建设人才。深圳只有一个
不足五百人的宝安县建筑公司，没有承
建较大工程项目的能力。基建工程兵
部队就在这时承建了深圳早期的一些
标志性建筑。

市委、市政府大楼建筑面积8539平
米，这在当年的深圳算得上是一座大型
建筑。该楼 1980年 7月动工，由基建工

程兵 1支队所属的 1团承建。当时的深
圳，市场物资供应情况很差，十字镐、铁
锹等最普通的施工工具也很难买到。挖
地基时，施工工具严重不足，大家只好轮
换使用。白天的活干不完，晚上接着
干。挖好地基后，一场大暴雨把地基坑
变成了水塘。关键时刻抽水机坏了，战
士们只好用洗脸盆接力排水。主体工程
建设开始后，施工材料运输跟不上，大家
肩扛手抬把所需材料运到作业面上。战
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不到一年的时
间建成了这座大楼，给了新成立的市委、
市政府机关干部们一个惊喜。

深圳电子大厦是深圳经济特区第
一栋 20 层高楼、是当年的标志性建
筑。该大厦建于 1981年 1月，仍由 1团
承建。这不仅是当时深圳面积最大的
第一栋 20层大厦，就是在全国数量也
不多。1支队领导对这个“特区第一高
楼”的项目高度重视。调来一台高 150
米、吊量 3吨的塔吊，保证了建高层大
楼的设备技术条件。1支队深圳指挥
所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周密筹划，
反复研究设计图纸，制定出严密的施工
方案。

工程由 1团技术力量最强的 2连负
责主攻。电子大厦经过一年多时间施
工，于 1982 年提前一个月正式竣工。
大厦施工质量优良。经市专业测量公
司进行测量，大厦垂直度偏差不到 5厘
米，远远低于国家容许偏差 10厘米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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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深圳曾经打响过
两枪，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第一枪是发生在 1900年 10月 6日
的“庚子首义”。深圳东部的山区里，有
一个叫三洲田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在这
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推翻满清王朝
封建专制统治的第一枪。一百多年后，
央企华侨城集团在这里建起了东部华
侨城旅游区，美若仙境，游人如织。

第二枪发生在 1979年冬季。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基
建工程兵闻风而动，由驻扎在辽宁省鞍
山市的 1支队抽调了一个团进入深圳，
参加经济特区建设，打响了深圳经济特
区建设的第一枪。这一枪不是真正的
枪声，而是推土机的轰鸣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1979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和珠海
两市试办“出口特区”。

基建工程兵兵种首长们嗅觉灵敏、
眼光长远，看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将是新
的经济增长点，决定抽调兵力参加深圳
经济特区建设。1979年 10月，1支队先

遣部队一个团的兵力调入深圳，该部队
由所属 3个土建连、1个汽车连、１个土
方机械连等约两千人组成。第二年，
1980 年 8 月 26 日，深圳经济特区成
立。因此，基建工程兵作为深圳经济特
区成立的见证人之一，经历了这个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节点。

当时调入深圳的还有另一支部
队——基建工程兵 36支队 352团的两
个连队。部队当时正在承建湖南郴州
市东江水电站项目。据当时 15连的指
导员李国栋回忆：“1979 年 12 月 20 日
晚上 10点半，连队正在东江水电站现
场加班加点打夜战。突然接到团部的
电话命令，要求部队务必在 22日下午 3
点 30分前赶赴深圳。一算时间只有两
天半……”部队立即紧急动员，通宵达
旦做准备工作，光是施工机械装备就装
满了 30多辆解放牌卡车。第二天一早
部队出发，日夜兼程，终于按照规定时
间到达深圳。这两个连队后来编入了
1支队深圳指挥所部队。

部队的调动充分显示出基建工程
兵不怕吃苦、机动性强、关键时候上得
去的优势。基建工程兵成立于 1966年
8月 1日。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
决定，将中央全部的直属施工队伍逐步
整编为基建工程兵，实行义务兵役制。
毛泽东主席批示说：“这个办法我赞
成”。周恩来总理批示说：“一旦有事，
好处无穷”。军委为基建工程兵确定的
建设方针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
工为主”。

在基建工程兵存在的 16 年中，陆
续承担了鞍钢、酒钢、攀钢、本钢、马钢、
宝钢等钢铁基地，川藏、天山公路，北京
地铁，霍林河等数个大型煤矿，辽阳等
数个化工基地，潘家口等数个水电站，
水文地质勘探，铀矿勘探生产，黄金勘
探开采等国家重大基本建设任务和国
防工程建设任务，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
献。

基建工程兵的官兵们满怀希望和
热情进入深圳，在大家的想像中，毗邻
繁荣香港的深圳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
城市，但是眼前荒凉落后的景象让他们
大吃一惊。许多干部战士至今清楚地
记得他们刚刚进入深圳时的景象：市区
街道狭窄，房屋建筑破旧，比内地的许
多县城水平差得远。罗湖老东门一带
是市区中心，街道很短，点上一支烟还
没有抽完，就从这头走到了那头。最高
的楼房是深圳戏院和对面 5层高的深
圳旅店，街道很多地方都是土路。

部队的干部战士对深圳有一点失
望；而当地的群众对这支部队的能力更
有几分怀疑。居民问：“这么年轻的娃
娃兵，能够建起房子吗？”“从来军队是
用来打仗的，没听说过兵会搞建筑施
工，到底行不行啊？”在质疑面前，部队
用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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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是我军历史上保留时间最短兵种的官兵，是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先锋队——

春天里，难忘改革开放的拓荒牛
■段亚兵

1982年，战士们头戴军帽、身穿工作服列队走向工地。 周顺斌摄

中共深圳市委大院门口的大型雕塑《拓荒牛》。 潘 鹤作

《升》（摄影作品） 周顺斌摄

上世纪 80年代初，基建工程兵大批部队挥师南下，参加深圳经济特区

开发建设。 周顺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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