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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时期党和政府运作民工筑路实态探赜
———以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芜湖县兴修皖赣铁路为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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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线建设时期为解决大规模铁路建设中劳动力不足问题，党和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铁路沿线

民工参与筑路。 其基本模式是，组织上将民工编成民兵队伍，分配建设任务；经济上为民工提供生活保障，
发放劳动报酬；精神上则对民工施以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群众运动。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芜湖县运作民工兴修皖

赣铁路，即是这种模式真实样态的呈现。 尽管这种模式下筑路工程质量差和安全事故多，但仍不失为特定

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建设铁路的有效路径，在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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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建设时期为解决大规模铁路建设中铁路劳动力不足问题，党和政府不同程度地动员和组织
铁路沿线民工承担铁路建设任务。 在三线建设初期，民工基本上是配属于铁路建设专业队伍，起着辅
助性的作用。 到三线建设中后期，因急于建成铁路，民工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
在襄渝、湘黔、阳安、焦枝和枝柳等铁路建设中甚至成为主要力量。① 但民工与专业铁路建设队伍相
比，既缺乏技术和经验，又无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涨的政治热情，因此，能否有效运作民工是党和政府
解决筑路劳动力不足的关键。

皖赣铁路（原称宁赣铁路）北起宁铜铁路火龙岗车站（今芜湖南站），经安徽的芜湖、宣城、宁国、
歙县、屯溪、祁门，在倒湖入江西省，再经景德镇、乐平至浙赣铁路的贵溪车站，全长 ５３９． ９ 公里，是京
沪和浙赣两条铁路干线的连接线。② 该路自清末开始倡修，中经民国时期的江南铁路和京赣铁路，至
新中国大规模三线建设之前，仍处于规划待建之中。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皖赣两省基于该路建设的重
要意义③，试图从两头分别修建。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安徽省成立了省、专区和县三级皖赣铁路建设指挥机
构，计划在两年内修通皖赣铁路安徽段。 为实现“多快好省”，安徽省将工程建设中的路基土石方、小
桥及大小涵洞等任务包干给铁路沿线各县，由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民工兴修。 芜湖专区下属的芜湖
县（今芜湖市湾沚区）是皖赣铁路安徽段起点，全县共承担 ３６ 余公里建设任务。④ 为完成任务，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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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柯尚哲著、周明长译：《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中国铁路建设史》编委会：《中国铁路建设史》，中国铁道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８５ 页。
参见安徽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关于兴修皖赣铁路的方案》（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省铁指挥部及省级机关文

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１。
１９７１ 年之前，皖赣铁路过境芜湖县约 ２２． ６ 公里，１９７１ 年原属于宣城县的湾沚镇划归芜湖县管辖后，皖赣铁路

过境芜湖县增加至 ３６ 公里。 参见《芜湖专区皖赣铁路建设工作会议纪要》，《芜专指挥部文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

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２；芜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芜湖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２５３ 页。



县组织了大量民工参与铁路建设，充分呈现了三线建设时期党和政府运作民工筑路的真实样态。

一、组建民兵队伍，分配建设任务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芜湖县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县皖赣铁路建设指挥所，县革委会副主任鲁海如任指
挥，梁家庆、齐英翔、奚家炳任副指挥。① 指挥所成立伊始，即着手将全县民工编成民兵队伍，分配铁
路建设任务。

（一）组建民兵队伍

县指挥所以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基本单位，将全县广大民工编成不同层级的民兵队伍。 一
是以公社为单位组建民兵团。 民兵团设团长、副团长及团政委、副政委，团内设政工、工程、后勤及医
疗队等办事小组，抽调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负责小组工作。② 至 １９７０ 年底芜湖县共编成民兵团 ２２
个，１９７１ 年 ２ 月随着湾沚、西河两镇及西河、和平、红杨、三元、新丰、赵桥、黄池和花桥八个公社划入
芜湖县，县筑路民兵团增至 ３２ 个。③

表 １　 芜湖县部分民兵团人员组成

民兵团
人员组成

陶辛民兵团 方村民兵团 万春民兵团 十连民兵团

团长 华良芳 王兆湖 钱亦川 崔德添

副团长 张定如 戴先宏　 赵连兴　 马长江 马茂长 江世度　 朱继堂

政委 邵顺友 沈恕其 张吉 奚邦益

副政委 程鸿仕　 张先东 伍万根 诸葛荣　 汪祖凯

政工组 俞祯凯 程鸿仕 水从义　 马茂长
顾进祥　 张颖梅　 刘绪

朱少莲　 周时光

工程组 承良学 戴先宏　 张先东 李能志　 魏尚成 茅维明　 汪应秀

后勤组 骆思华 马长江 张明金　 凡秀山
笪发义　 陶志和　 陈忠

王照祥　 胡植义

　 　 资料来源：《皖赣铁路芜湖县段民兵团干部登记表》，《１９７０ 年文件归档补遗》，安徽省芜湖市湾

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７。

　 　 二是各民兵团下设由生产大队组建而成的民兵营。 每个民兵团设营多少主要依据所在公社生产
大队数的多少，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大队设一个民兵营。 如陶辛民兵团设营 １２ 个，即由奚村、张社、承
村、七房、骆村、芮村、柚麻、老村、四门、马桥、石桥及沙灯 １２ 个生产大队组建的，周皋民兵团设营 ７
个，则是由周东、周西、周下、永丈、永定、永和和五丈 ７ 个生产大队组建。④ 每个营设营长、副营长、教
导员、副教导员及政工、工程和后勤三个小组。 团、营之下则设连和排，其中人数较多的生产队设连，
人数较少的生产队则为排，生产队队长即为连长或排长。⑤ 另外，为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各民兵团还
配备 ３ 名土技术员，这些土技术员统一参加培训班，学习皖赣铁路平面图、纵横断面图、车站平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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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芜湖县文史资料》第 ２ 辑，１９８７ 年印，第 ８５ 页。
《关于芜湖县工段工程作战计划草案》（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县铁指挥所发文底稿及请示报告》，安徽省芜湖

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３。
《芜湖专区皖赣铁路建设指挥部关于宣城、芜湖两县铁路建设交接工作会议纪要》（１９７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铁路

建设工程方面文件》第 １ 卷，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１。
《皖赣铁路芜湖县段民兵团干部登记表》，《１９７０ 年文件归档补遗》，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１９７０ － ７。
伍发旺口述。 伍发旺，７８ 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街道善瑞村居民，１９７０ 年代皖赣铁路筑路民工。 采访人：安徽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邢蕾、本科生李天昊，采访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图等有关设计施工图纸和土方表的计标方法。①
县指挥所通过组建民兵队伍，最大限度地保证广大筑路民工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和行动战

斗化。
（二）分配建设任务

为确定各公社民兵团具体分配多少铁路建设任务，县指挥所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初对全县各公社，包
括各公社所属大队和生产队的户数、人口数及总劳动力等进行摸底调查。 经过摸底，芜湖县共有公社
２２ 个、大队 １５４ 个、生产队 ２３６２ 个，总户数为 ５６２３１ 户，人口数为 ２４７１７３ 人。②

根据中央交通部第三设计院测量，芜湖县境内 ２２ 公里铁路线路基土方约 １０２ 万立方，加上沿线
小桥、涵洞建设土方 ８． ３ 万立方，全县土方任务共计 １１０ 万立方。 县指挥所以公社为单位，以铁路线
所在地的公社为基础，按照每人约 ４． ７ 立方的土方任务进行分配，各公社承担线路的长短则由土方数
量决定。 芜铜线改线工程土方任务 ５． ５ 万立方，依据就近原则，由新义公社负担，不在皖赣线土方分
配数字之内。 善瑞、石硊、埭南、陶辛和保沙五个公社承担的桥涵建设任务，则折合成土方计入分配的
总任务之中。

表 ２　 各公社民兵团土方任务分配表

公社 起止桩号 长度（公尺） 人口土方数
（立方）

分配土方数
（立方）

含桥涵土方
（立方）

围山 ７００—４７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３６００ ４４０００
善瑞 ４７００—６４５０ １７５０ ４０９００ ４１７００ １４９５０
白马 ６４５０—６７００ ２５０ ３３７００ ３４０００
石硊 ６７００—７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４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５７５０
澛港 ７０００—８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１６００ ４９０００
马塘 ８２００—９０００ ８００ ４２４００ ４２０００
埭南 ９０００—９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１３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
张镇 ９７００—１１８４７ １１４７ ５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方村 １１８４７—１４２００ ２３５３ ９２２００ ９３０００
祠山 １４２００—１５５００ １３００ ４０４００ ４００００
陶辛 １５５００—１６２５０ ７５０ ７３５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大闸 １６２５０—１６６００ ３５０ ４４５００ ４４０００
十连 １６６００—１８３００ １７００ ３９９００ ４００００
王旭 １８３００—１８６００ ３００ ４７４００ ４７０００
万春 １８６００—１９４００ ８００ ７８５００ ７８５００
易太 １９４００—１９９００ ５００ ８６３００ ８６０００
政和 １９９００—２０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７７００ ３７０００
咸保 ２０２００—２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周皋 ２１０００—２２１５３ １１５３ ６０９００ ６０５００
保丰 ２２１５３—２２３５０ １１９７ ４８６００ ４８５００
保沙 ２２３５０—２２６３８ ２８８ ６３７００ ６３３００ ２５２００
合计 ２１９３８ １１１１１００ １１０７５００ ８３０００

　 　 资料来源：《宁赣铁路芜湖县段土方分配说明》（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县铁指挥所发文底稿及

请示报告》，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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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训“土”技术员的意见》（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芜专指挥部文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
案号：１９７０ － ２。

《芜湖县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情况》，《县铁指挥所工作报告及有关材料》，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１９７０ － ４。



　 　 各公社民兵团也会根据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人数的多少，将土方任务分配至各民兵营和连、排，
甚至于民工个体。 据钱之荣口述，“分配到个人身上每人每天大约为 ５０ 担”。① 这样具体的任务分

配，有利于各民兵组织明确目标，有计划地开展任务落实工作。

二、提供生活保障，发放劳动报酬

民工队伍组建后，保障民工基本生活成为县指挥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县指挥所一方面根

据上级文件拟定民工口粮发放计划，同时就近安排民工住宿；另一方面为调动民工劳动积极性，给民

工发放一定的出勤补助，并为因公伤病民工提供意外补偿。
（一）发放民工口粮补助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县指挥所根据上级规定施工工地各工种粮权补助标准，结合本地承担皖赣铁路的

任务、所需的时间和参与人数，制定了铁路工程所需补助的民工口粮计划。

表 ３　 粮权补助计划表

项目 单位 数量 时间 参加人数
粮权补助

补助标准 数量

小桥涵 座 ３５ ２ 个月 ４ 万 每个工 １ 斤 ４００００ 斤

填土 立方米 １４０００ 每方 １ 斤 １４０００ 斤

大中桥 座 ４ ４ 个月 ７． ２ 万 每个工 １ 斤 ７２０００ 斤

大中桥 座 ４ ５ 个月 ５００ 每人每月 １０ 斤 ２５０００ 斤

民兵团 个 ２２ ２ 个月 ２２０ 每人每月 ６ 斤 １３２０ 斤

本指挥所 个 １ １０ 个月 ３０ 每人每月 ６ 斤 １９２０ 斤

省专指挥部 １０ 个月 ３０ 每人每月 ６ 斤 １８００ 斤

路基土方 立方米 １００ 万 每方补 １ 斤 １００００００ 斤

工农大学 人 ５０ ２ 个月 每人每月 ９ 斤 ９００ 斤

上海铁路局 人 ２０ １０ 个月 每人每月 １０ 斤 ２０００ 斤

合计 １１５８９４０ 斤

　 　 资料来源：《关于编报兴建宁赣铁路施工补助粮权计划表及审批报告》（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县

铁指挥所发文底稿及请示报告》，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３。

　 　 依据上表，县指挥所预算民工口粮补助约需 １１５． ８９ 万斤，其中除少许补助县指挥所、省专指挥

部、工农大学和上海铁路局等部门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外，其余均为民工口粮。
民工的口粮补助标准最初拟定为每人每天 １ 斤，但随着建路工程进入高潮以及粮食价格不断攀

升的实际情况，为持续维持民工口粮供应，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芜湖专区粮棉局对民工的口粮补助标准

进行了调整，规定：“从 ９ 月 １ 日起，非遭灾害地区每人每月补助成品粮 ２０ 斤（每天 ６． ７ 两），因受到严

重自然灾害而由国家按八大两贸易粮补足供应的灾区，仍按原规定每人每天补助一斤不变。”②调整

后的口粮补助标准尽管有所降低，由于芜湖县在 １９７１ 年初已完成皖赣铁路建设主要土方工程，故而

对芜湖县民工影响不大。
（二）就近安排食宿

除澛港、善瑞、石硊、埭南和陶辛等几个沿线公社离施工工地较近外，诸如万春、祠山、大闸和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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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之荣口述。 钱之荣，７５ 岁，芜湖市湾沚区六郎镇易太村居民，１９７１ 年春皖赣铁路筑路民工。 采访人：安徽师

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邢蕾、史孝武，采访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芜湖专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下达皖赣铁路民工口粮补助用粮通知》（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关于建路财务、物

资处理方面文件》１９７１ 年第 ３ 卷，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１。



等诸多公社离工地较远，每日往返周折耗时耗力，不利于工程建设的进度。 为解决这个问题，县指挥
所通过借用铁路沿线公社村民的房子就近安排这些较远公社民兵团的住宿。①

表 ４　 芜湖县宁赣铁路段民工住宿情况调查登记表

公社 户数
能住人数

１ 里 ２ 里 ３ 里 ４ 里 ５ 里 小计

保沙 ８５２ ２３４０ ２９８０ ５８０ ２０３０ ６００ ８５３０
陶辛 ３２１９ ７４３２ ４３７６ ５６８０ １８００ ４６４０ ２３９２８
埭南 １８７１ ５３３６ １０１６ ２８５６ ２９１２ １４９６ １３６１６
石硊 ３１１ ６９６ １２９６ １９８８
善瑞 暂订 ２０００
合计 ６２７３ １５８０４ ９６６４ ９１１６ ６７４２ ６７３６ ５００６２

　 　 资料来源：《芜湖县宁赣铁路段民工住宿情况调查登记表》（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县铁指挥所

发文底稿及请示报告》，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３。

　 　 县指挥所计划以施工工地 ５ 华里为范围，安排民工住宿，每户安排 ８ 人，总共能容纳 ５００６２ 人，基
本上解决了民工的住宿问题。 自 １９７０ 年秋季开始，陆续上工的民工入住铁路沿线各公社。 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县指挥所统计，保丰公社民兵团有 １３６０ 人，周皋公社民兵团有 １５８０ 人，咸保公社民兵团有
１３２０ 人，政和公社民兵团有 １０２０ 人，易太公社民兵团有 １２００ 人，保沙公社有 １４８０ 人被安排在铁路沿
线各公社各大队住宿。② 民工吃饭问题则是按照每个民兵连（相当于生产队）的规模建立一个食堂，
统一供应伙食。 为此，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县指挥所计划全路建立 １８３ 个食堂，每个食堂配三口大锅，食堂所
需要砖块、石灰、木材及铁锅等材料均由县指挥所统一购置。③ 每个食堂的用煤，也由县指挥所统一
向县煤油公司申请购买，以确保每个食堂的正常开火。

（三）发放建勤补助

为激发民工的筑路热情，在口粮补助外，县指挥所根据上级文件向筑路民工发放建勤补助。 建勤
补助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前者用于支付民工的劳动报酬，后者主要用于民兵团、营、连必
需的临时工棚，食堂用具，必须补充的小型工具，以及宣传费、办公费、医疗费等项开支。④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安徽省革委会生产组召开皖赣铁路建设指挥部第一次会议，考虑到沿线地区特点
和群众生活水平，并参照濉阜、芜铜线情况，决定皖赣铁路建勤补助标准为每个土方平均补助 ０． ７ 元，
另加间接费 ０． ３ 元；每个石方平均补助 １． ５ 元，另加间接费 ０． ６ 元。⑤ 同年 １０ 月，芜湖专区皖赣铁路

建设指挥部对建勤补助进行了调整，每个土方建勤补助 ０． ７ 元，间接费改为 ０． ２ 元。⑥芜湖县指挥所根

据省革委会生产组和芜湖专区皖赣铁路指挥部的指示，区别工种和工作内容的不同，进行了分类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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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洪为龙、许克山口述。 洪为龙，８０ 岁，许克山，７９ 岁，均为芜湖市湾沚区六郎镇周皋村居民，１９７１ 年夏皖赣铁路

民工。 采访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邢蕾、史孝武，采访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兴建宁赣铁路各公社民工住宿表》，《本县各社、队报告和信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５。
《芜湖县宁赣铁路建设指挥所民工需要材料用品计划表》（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县指挥所发文底稿及请示报

告》，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３。
⑥《专区铁路指挥部负责同志在专区召开铁路会议上的发言》，《芜专指挥部文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

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２。
《安徽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关于召开皖赣铁路建设第一次指挥会议情况报告》（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省铁指

挥部及省级机关文件》，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１。



表 ５　 芜湖县皖赣铁路建勤补助标准概况

工程类别 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 合计 备注

路基回填土方（每立方） ２． ０ ０． ５ ２． ５ 取土运距 ２５０ 公尺，每日工效为 ０． ５ 立方

运土填反压护道（每立方） ２． ０ ０． ５ ２． ５ 取土运距 ２５０ 公尺，每日工效为 ０． ５ 立方

挖沙槽填护道（每立方） ０． ７５ ０． ２５ １． ０ 每日工效为 １． ２ 立方

路基土填反压护道（每立方） ０． ７５ ０． ２５ １． ０ 每日工效为 １． ２ 立方

路基挖土（每立方） ０． ７０ ０． ２０ ０． ９

清淤泥（每立方） ０． ８

挖台阶（每立方） ０． ２

挖便道（每立方） ０． ７

排水工（每人每天） １． ２

人工打石灰桩（每根） ０． ６２５ ５ 人一组每天工效为 １０ 根

人工填碎石（每人每天） １． ０ 每人每天工效为 １． ２ 吨

一级技工（每人每天） ２． ０９

打围坝工（每人每天） １． ２

　 　 资料来源：《芜湖县段路基土石方工程费用结算汇总表》，《路基工程财务结算资料》，安徽省芜湖

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３；《芜湖县 ６６ ＋ ２０—６８ ＋ ９０（马塘段）软土施工定额概算表》（１９７１ 年

８ 月 ５ 日），《关于建路财务、物资处理方面文件》１９７１ 年第 ３ 卷，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

号：１９７１。

　 　 建勤补助由县、社统一掌握、包干使用。 各公社民兵团在获得建勤补助后，扣除间接费用，其余则
按照民工的出勤记录（也称工分）进行分配。 民工每日建勤补助标准，各公社民兵团没有统一的规
定。 １９７１ 年交通部规定，“民兵普通工按有关规定以 １． ２５ 元为实际平均日工资；民兵技术工按有关
规定以 ２． ０９ 元为实际平均日工资。”①但实际上普通筑路民工的建勤补助，一天最多者 １ 元，多数为 ３
毛至 ５ 毛。② 尽管如此，建勤补助在保障民工生活的同时，大大激发了民工筑路的积极性。

三、施以思想教育，开展群众运动

县指挥所除了建立军事化的民工队伍，提供筑路必要的物资保障外，还大力实施以政治为中心的
思想教育，并开展了以激励士气为目的群众性运动。

（一）实施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教育

县指挥所根据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省指挥部第一次会议的要求，在建路工作中，始终坚持政治建路，用毛
泽东思想发动、组织和激励民工。

一是在各公社民兵团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澛港民兵团在会战前，公社党委大办各种类型毛
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群众大会，大造革命舆论，大讲建路意义。③ 咸保民兵团，会战前在营、连、排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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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执行新定额、财产清理及工程验收结算座谈会纪要》（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建设经费物资管理文件》，安徽省

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２。
洪为龙、洪本固等口述。 洪为龙，８０ 岁，洪本固，７５ 岁，芜湖市湾沚区六郎镇周皋村居民。 采访人：安徽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研究生邢蕾、本科生李天昊，采访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澛港民兵团：《加强路线教育，坚持政治建路》，《铁路战报》１９７１ 年第 ３７ 期，《简报、战报专卷》，安徽省芜湖市

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３。



办多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哲学思想和三线建设指示。① 保沙民兵团为
稳定民工情绪，激发干劲，在工地召开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为人民服务”与“愚公移山”等精神，
让民工齐声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等口号。 学习班的设立对于扫清民工思
想障碍，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编印报刊和标语等进行政治宣传。 县指挥所先后编印了《铁路战报》和《铁路文艺》两份报
纸。 前者主要刊载中央两报一刊②的社论、各公社民兵团完成工程任务量的汇报、开展路线教育的学

习班、工作会议简报及各公社涌现的先进人物事迹等，是县指挥所进行政治宣传的主阵地；后者主要
刊登各公社民兵团宣传政治和铁路建设所编排的歌曲及快板等内容。 县指挥所还利用广播、小报、黑
板报、电影、文艺演出及标语等多种形式进行政治宣传，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

三是利用新旧社会对比的形式进行诉苦教育。 各公社民兵团纷纷邀请当地老贫农向民兵们讲解
放前修这条铁路时，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欺压老百姓，多少人家被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

惨情景，激起了广大民兵的阶级仇、民族恨。 不少人激动地说：“我们不能怕苦怕累，不能忘记过去，
一定要下定决心修好战备路，早日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③通过诉苦教育会，民兵更加坚定了把

皖赣铁路修好的决心。
（二）开展创“四好”争“五好”群众运动

县指挥所在提升民工政治觉悟的同时，为提高筑路民工的劳动热情，开展了以激励士气为目的创

“四好”争“五好”群众运动。
县指挥所对照省指挥部提出的“四好”单位和“五好”个人标准，在民兵团中评选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并从“四好”单位和“五好”个人中推荐代表参加省、专区指挥部和县指挥所召开的活学活用毛

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和“五好”个人代表大会（简称“三代会”）。 由于“三代会”代表名额
有限，所以评选十分严格，竞争激烈，只有劳动积极、政治思想正确的民工及民兵集体，经过层层上报、
选拔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因而，参加“三代会”成为广大建路民工追求的最高荣誉，“三代会”代表也
自然成为所有民工模仿学习的榜样。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在县指挥所召开的“三代会”上，共有澛港民兵团、
马塘民兵团元山民兵营、万春民兵团青年民兵连和善瑞民兵团施村民兵排等 １１６ 个单位当选“四好”
单位，澛港、马塘、善瑞、方村、十连、陶辛及万春等民兵团共有 ３７９ 人当选“五好”个人。④

通过“四好”和“五好”评比，引发各公社民兵团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咸保民兵团三元民兵营
战士王德付，在夜晚入睡时，想起毛泽东“三线建设要抓紧”这一教导，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奔向工

地，一口气挑了 ４０ 多担土，天亮了仍继续挑土，这种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的精神，成为民工们学习的榜

样，经过宣传，成为先进民工的典型被广泛效仿。 在其带动下，咸保民兵团成为全县先进民兵团，该团

６ 个民兵营、２９ 个民兵排被评为“四好”单位，４６３ 名民兵被评为“五好”战士。⑤

县指挥所还组织了电影宣传队、文艺宣传队上工地放映革命电影、表演诸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

湾》等“备战”色彩的歌舞。 各公社也纷纷组织慰问团上前方进行慰问活动。
在不断的政治信仰洗礼和创“四好”争“五好”群众运动的带动下，全体筑路民工劳动热情高涨，

加快了铁路工程的进度。

四、芜湖县民工筑路运作的成效及其问题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底皖赣铁路第一期工程大会战（火龙岗至宁国段）全面展开，芜湖县主要承担辖境

内 ２５． ９ 公里路基超 １００ 余万方土石挖填及 ２４ 个沿线桥涵增修等任务。 大会战前，由于芜湖县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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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③⑤《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咸保民兵团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做法》，《１９７０ 年文件档案补

遗》，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０ － ７。
两报是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是指《红旗》杂志。
《芜湖县建设皖赣铁路“三代会”四好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五好个人》，《一九七一年县革委会

召开铁路建设第二次“三代会”文件资料专卷》，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１。



所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和动员，全县各公社均组建民兵队伍，会战伊始，各公社民兵团斗志高昂，积极参
与筑路。 埭南公社民兵团于 １１ 月 ２３ 日首先上路，人数达 １９００ 人，此后方村、咸保、周皋、保丰、保沙
和十连等公社民兵团也相继上路。 １２ 月 ７ 日，上路民兵团达 １５ 个，上路人数 １２２８８ 人。① １２ 月 １２
日，有 １６ 个团上路。 １２ 月 １８ 日，芜湖县所有民兵团全部上路，人数增至 ４０１００ 多人。② 至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中旬，在全体筑路民工的努力下，芜湖县完成了皖赣铁路第一期工程大会战所承担的土方任务。

１９７１ 年“三秋”后，县指挥所为迎接皖赣铁路即将到来的铺轨钉道，发动各公社民兵团突击整修
路基，主要任务是对塌方和软土层进行反压护道工作。 广大民工依旧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先后有 １８
个民兵团、２ 万多人上路，春节前，全县完成路基整修 ２１ 万多方，占总任务 ６２％ ，咸保、祠山、周皋、红
杨和保丰五个公社完成土方验收，咸保、祠山和周皋三个公社还完成土方结账工作。 春节后，白马、善
瑞、西河、黄池、埭南及赵桥等 １５ 个公社民兵团共 ７５００ 人纷纷上路，至 ３ 月 １７ 日又完成 ３ 万多方，加
上之前的 ２１ 万方，共 ２４ 万方，占总任务的 ７１％ ，其中政和、三元和十连三个公社完成土方验收。③ 至
５ 月底，芜湖县“战胜软土，克服塌方，完成了反压护道工程”④，共完成 ３４９６４８ 土方⑤，为皖赣铁路铺
轨钉道如期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根据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统计，芜湖县民工在第一期工程大会战期间共完成 ２１６５４７５ 土方⑥，诸多公社民
兵团超额完成县指挥所分配的建设任务。 比如，方村民兵团共完成 １４６３１２ 方，远超此前分配的 ９． ３
万方，除去后续增加的反压护道、加固路基、平交路口土方量，仍完成 ９３３５５ 方；祠山民兵团共完成
４４３７６ 个土方任务，超出规定的 ４ 万个土方量；易太民兵团更是完成 １５６９５５ 个土方，超出原规定任务
量近 １ 倍。⑦ 由此可知，芜湖县民工筑路运作是卓有成效的，既广泛地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皖赣铁路
建设，更是超额完成了铁路建设任务，为皖赣铁路的修筑作出重要贡献。

当然，芜湖县的民工筑路运作也存在着某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铁路工程质量难以保证。 在
已完成的路基土方工程中，“不少地段路基没有按要求夯实，土壤的含水量，腐杂质多”，“高填土路堤
和深挖路堑的边坡不够稳定”，尤其是在“软土路基地段，特别是路基与河沟交叉和浸水路堤多处发
生塌方”。⑧ 此后，县指挥所又进行了路基整修，但整修的效果也不理想。 路基开裂与塌陷的现象还
是经常发生，影响了铺轨钉道工程的进展。 二是施工过程中安全事故多发，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档案
资料记载，在第一期大会战中即发生工伤事故 １６ 起，死亡 １ 人，重伤 ９ 人，轻伤 １３ 人。 因路基质量引
发的塌方事故也经常发生，仅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上旬芜湖县路段就先后发生竹丝港桥头路基右侧边坡下陷
２８ 米、埭南站至杨家渡桥间路基塌陷 ４０ 多米及湾沚桥北头路基边坡下坍 ８０ 米等 ５ 起塌方事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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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土方工程进度表》（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路基土方工程进度表》（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安徽省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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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县路基整修工程又有新的发展》，《工作简报、学习资料》，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２。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皖赣铁路铺轨钉道的胜利》，《工作简报、学习资料》，安徽省芜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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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赣铁路芜湖线段软土层处理竣工数量》，《工作简报、学习资料》，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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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湾沚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３。
《关于开展质量安全大检查的意见》（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建设工程文件》１９７２ 年第 ２ 卷，安徽省芜湖市湾沚

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２。
《皖赣铁路芜湖县境内发生严重坍方的情况》（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工作简报、学习资料》，安徽省芜湖市湾沚

区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９７２。



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筑路民工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盲目追求高速度等客观因素，也有思想上不重
视工程质量等主观因素。

结　 语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年，芜湖县在皖赣铁路建设中的民工运作是三线建设时期党和政府解决筑路劳动力
不足的普遍做法，其方式与修筑焦枝、湘黔、襄渝和枝柳等路如出一辙。 一是组织上将民工编成民兵
队伍，分配铁路建设任务。 二是经济上为民工提供生活保障，发放劳动报酬。 三是为激发他们的士
气，党和政府在民工筑路运作中均实施了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教育。

从实践效果来看，三线建设时期党和政府的民工筑路运作是成功的。 约有 ４５０ 万民工参加了三
线铁路建设，占三线铁路建设总人数的 ８０％以上①，有效缓解了铁路建设中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由于
大量民工的参与，一些铁路线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如湘黔铁路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兴工，至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接
轨通车，工期只用了 ２ 年；②而全长 ７５３ 公里的焦枝铁路，从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开始全面施工，至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完成铺轨通车，仅用了 １ 年时间。③ 当然，这一时期民工筑路运作均存在着与芜湖县修筑皖赣铁路
共性的问题，即工程质量差，安全事故多。 比如，焦枝铁路虽然仅用 １ 年时间抢通，但工程质量差，遗
留配套工程多，后经 ５ 年的整治、改造和增补，直至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才正式交付运营。④ 为修筑阳安铁
路，３８４ 名铁路职工和民兵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另重伤 １５１２ 人。⑤

总而言之，三线建设时期的民工筑路运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解决铁路建设劳动力不
足、快速推进战备铁路建设的有效策略，在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为 ２０２１ 年度安徽省高校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馆藏皖赣铁路档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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