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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到来，五里桥街道党工委精心组织开展“百年百人话初心”初心党课活动，让身边的党员

讲好百年的故事，推动广大党员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智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从历史中汲取坚守人民立场的定力，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

“编者按”

“百年百人话初心”初心党课

共筑友谊之路：对外援建坦赞铁路

1967年 ９ 月 ５ 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政府 、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在北
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

的协定 ， 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近十亿元，均属无息贷款性质 ，并派专家对
这条铁路进行修建 、管理 、维修 ，培训技术
人员。

从 1968 年 5 月，第一支中国勘探队踏上
千里莽原选路定线，到 1976 年 7 月坦赞铁路
正式通车， 共有 5 万多名人次的中国工程技
术人员苦战在近 2000 公里的建设工地上，他
们同兄弟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
斗，在茫茫非洲草原上披荆斩棘，克服千难万
险，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筑成了坦赞铁路。
他们中有 60 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
长眠在这片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他们用生命
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铸就中坦、中
非友谊丰碑的英雄， 他们的名字和坦赞铁路

一样， 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和坦赞两国人民
心中。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
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与赞

比亚原有铁路接轨，全长 1860.5 公里，这条铁
路成为连接坦赞两国， 乃至其他非洲国家的
经济动脉， 为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同时也支持了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
争， 两国人民誉之为 “自由之路”、“解放之
路”，是中非友谊的突出象征。

我是上海市黄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
所有限公司安佳党支部书记汪诚。 坦赞铁路
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共同铸就的友谊之路。 中
国同非洲国家的友谊绵延至今， 我们要弘扬
坦赞铁路精神， 精心珍惜和呵护中非传统友
谊这份宝贵财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中
非友好合作这棵参天大树更加枝繁叶茂，结
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1967

汪诚 上海市黄浦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
务所有限公司安佳党支部书记

一桥飞架南北：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8年 9 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车，
同年 12 月公路桥通车。 这是我国独立自主修

建的特大桥梁，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并
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收入吉尼斯世
界纪录，2016 年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名录。

曾有美国桥梁专家在勘察长江南京段地
质条件后，断言“在南京造桥，不可能”。 新中
国的第一代桥梁人用自己的智慧、 汗水乃至
生命建起这座“争气桥”，把“不可能”变成可
能，实现了天堑变通途。大桥建设者之一陈贞
吉回忆说：“当时靠的是自上而下的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自觉行
动和精神。南京长江大桥 10 孔钢梁采用的是
由原苏联提供的 16 锰钢，但他们只供应了 1

孔后就停止供应了。后来原西德答应供应，但
条件是需用几吨渤海湾的对虾才能换 1 吨
16 锰钢。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给原冶金部
下了一道命令：一定要炼出我们自己的“争气
钢”！后来鞍钢终于研制生产出 16 锰桥梁钢，
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这在当时是一件令全国
人民可喜可贺的事。”为攻克建桥过程中的种
种难题，桥梁建设者们边生产、边试验、边总
结改进， 在国内建桥史上留下了多个创新技
术，如采用正桥深水基础、首次将电焊技术引
入铁路桥梁、 运用全新减压技术开展潜水作
业等。可以说，南京长江大桥已不仅仅是一座
桥，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标志，一种民族精神的

象征。

我是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党支部俞正。
南京长江大桥是一个伟大奇迹和历史象征。
50多年来，南京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连通了长
江天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我国桥梁建
设的能力和水平已居世界前列， 万里长江上，
一座座桥梁相继建成。 今天，我们要传承这份
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孜孜以求的追梦精神、勇
创第一的创新精神、 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一座座民族 “争气桥”
“自信桥”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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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 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党支部

百家百年中国梦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为展现

这百年的沧桑巨变，五里桥街道选取了百户家庭，用他们的家庭故事，来反映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百年中国梦。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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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家庭：奉献精神在我家代代相传
“我叫张安，1938 年出生。 要说我们

家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奉献’，我的父母
为我奉献，我为国家奉献，而我则教导我
的下一代，要为祖国的发展继续奉献。 ”

从小， 张安就在农村过着 “房无一
间 、地无一垄 ”的日子 ，直到解放后才有
机会上学，那时张安已经 11 岁了。 家里
条件虽然贫困， 但为了给张安改善物质
条件，父亲每天都打两份工，而母亲白天
打工，夜晚严格监督张安的学习情况。 不
过，张安所读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父
亲为了让他能继续上学，四处打听，终于
找到了一家距家 10 里路的学校。 由于路
途遥远，张安就选择了住校，每周回家一
次。 每当张安回到家中，父亲都会四处奔
波，筹集好一大袋粮食让他带去学校。 看
着父亲操劳的背影， 张安好几次都在上
学路上，背着粮食，默默流泪。

之后， 张安因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
到唐山第八中学， 并通过高考考进了天

津工学院， 学习无线电技术专业。 1965
年， 刚毕业的张安被教育部选派到部队
中，经过一系列的军训后，被抽调到江西
工作，任机务科技术员，为国家国防事业
提供侦讯设备的技术保障。 在转业和退
休之后， 张安还一直关注国家国防事业
的发展， 为国家逐渐成为科技强国而感
到自豪和高兴。

有感于父亲的奉献和母亲的严格教
育，张安对下一代也灌输着这样的思想。
膝下一对儿女就在他的严厉敦促下成
长， 而他对科技的钻研精神也感染着下
一代。 如今，他的女儿成为了一名小学教
师，将父辈们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下一
代”。

张安家庭寄语 ： 国家的迅速发展离
不开每一代人的艰辛努力， 希望大家不
忘初心，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严格要求自
己，为祖国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11997766年年 77 月月 1166 日日，， 坦坦赞赞铁铁路路交交接接仪仪式式在在赞赞
比比亚亚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