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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记者骆国骏、孔祥
鑫、齐中熙、李嘉瑞)天安门正南 46 公里处，被誉
为“金凤凰”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区 28 日进
行质量竣工验收，向 9 月底前正式通航迈出坚实
一步。

从 2014 年 12 月飞行区工程破土动工到
2015 年 9 月航站楼核心区工程全面开工，再到今
年 6 月底前主体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在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建设过程中，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
难忘。

从以新机场为核心的“五纵两横”骨干交通网
络到因新机场应运而生的临空经济区，再到被新
机场重塑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征程中，一些精心描绘的未来令人期待……

大型国际航空枢纽的新标杆

全球首座高铁地下穿行的机场航站楼、全球
首座双层出发双层到达的航站楼、世界最大单体
航站楼……天安门正南 46 公里，金色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航站楼熠熠生辉。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
枢纽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拥有的多项“中国技
术”创下了诸多“世界之最”。

举世瞩目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历程寄
托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殷殷嘱托。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机场主
航站楼建设工地考察。他强调，新机场是首都的重
大标志性工程，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必须
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
程。

100 天完成近 1 万根基础桩施工任务；10 个
月浇筑 105 万方混凝土；80 天完成投影面积 18
万平方米的全自由空间曲面屋盖钢网架提升和安
装……已在工地奋战 45 个月的北京城建集团新
机场航站楼工程项目经理李建华率领他的团队日
夜兼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创下了令人惊叹的
“中国速度”。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建成这项伟大工程，
体现着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
大。”曾经参与首都国际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建设
的李建华说。

攻坚克难，破浪前行。在这座超级建筑建设过
程中，建筑工人们经历了接踵而至的考验，迸发出
的“中国智慧”让一道道难题迎刃而解。

“挑战最大的是中南指廊。”北京建工集团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工程前线指挥部指挥长白恒宏
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交通
枢纽。地下有京雄高铁、廊涿城际、新机场线、预留
R4 线在内的高铁、地铁并行穿越而过。中南指廊
下方需要为他们预留出隧道。

“在这里需要浇筑一道 2 米厚的混凝土墙。采
用传统工序，完成这道墙需要 60 天到 90 天，可留
给我们的时间只有 40 天。”白恒宏说，“经过反复论
证，我们最终采用了定型‘木工字梁’整体模板，同时
配合钢木混合龙骨搭建结构骨架，利用传感器技
术收集各种参数控制混凝土质量。3 条下穿隧道混
凝土浇筑‘一次成活’，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体工程共有 93 个项
目。在 6 月 30 日前，即将投入使用的绝大部分项
目的质量竣工验收工作将陆续完成。”中国民用航
空局机场司副司长朱文欣说，6 月 30 日后，这里
将从一个建设工地变成一个完工工程，将进入机
场运营的筹备阶段。

6 月 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塔台通过竣
工验收，实现整体交用。登上 70 多米高的西塔台，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独特的“三纵一横”的 4 条跑道
尽收眼底。

北京住总集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塔台项
目主任工程师田子常介绍，塔台是保证航班运
行的“大脑”，在其指挥下，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预计 2025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7200 万人次，

到 2040 年将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 亿人次需
求。

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新格局

6 月 15 日，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
程启动试运行：最快时速超过 100 公里的“白鲸
号”列车稳步行进、全自动驾驶系统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宽大舒适的座椅给乘客带来堪称
享受的乘坐体验……

高速相连，铁路相接。包括新机场线在
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配套交通呈现出的“五
纵两横”骨干交通网络，不仅将为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的运营“保驾护航”，也构建起区域交
通发展的新格局。

除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外，“五纵”中，起
点为南五环团河桥、终点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侧围界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南五
环至大兴国际机场段)计划 9 月建成投用；北起
南五环、南至市界的京台高速(北京段)已于
2016 年底建成通车；北起魏永路、南至西黄垡

桥的京开高速已由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
道；起自既有京九线李营站、终到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的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不久前开始铺
轨。

“两横”中，南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至首
都国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的一期工程正加快
实施；西起京开高速、东至京台高速的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同样将于 9 月随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同步建成投用。

路网细织密缝，天堑变通途。北京市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崔小浩表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成果，“五纵两
横”等外围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将服务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更加强了京津冀区域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和合作共享，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外围同步规划建设 4 条
综合管廊。正在加快推进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高速公路综合管廊是北京市城市综合管廊规划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兴河北路、大礼路、青
礼路旧线等 3 条综合管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双路电力保障及主要市政能源保障通道。
“围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基础设施可谓是

周密布局，其中在北京大兴的团河路上，我们打
造的一段综合交通走廊还创下了一个‘国内第
一’。”崔小浩介绍，高速、轨道交通、公路、地下综
合管廊以及铁路等 5 种不同交通方式首次在 100
米宽、近 8 公里长的空间内集中布置，形成了“五
线共走廊、共运行”的壮观场景。

“其中，最上层为新机场高速公路、中层为新机
场轨道交通线、地面为团河路，地下为综合管廊，
西侧为京雄城际铁路。”崔小浩说，“通过走廊集中
布置的形式，节约建设用地近 600 亩。”

京津冀飞向未来的新起点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落于北京京南地区与
河北廊坊广阳区相连区域。从更大范围看，这座
新机场位于京津冀区域的中心，同时位于河北
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连接线的中心。

在长期研究临空经济的中国民航大学教
授曹允春看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成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新平台，成为统筹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载
体。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带动下，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定位为国际交往中心功
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京津冀协
同发展示范区。不久前，随着首批招商项目对外
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式进入开
发建设阶段。

根据规划，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占
地约 150 平方公里。其中，北京部分规划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分为西侧榆垡、东侧礼贤两个片区。
西片区约 26 平方公里，发展国际医疗、机场保障
等生活配套产业；东片区约 24 平方公里，发展国
际会展、综合保税、航空物流等产业。

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聪达
介绍，首批招商项目包括国际会展中心、国际健
康中心、国际购物小镇、综合保税区。“目前，临空
经济区已筛选出约 250 家潜在合作企业，并与 34
家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经济活力日益增强
的同时，京南地区生态环境也在悄然变化中。未
来，世界各地的旅客前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时，
一幅幅绿色画卷将在眼前徐徐展开。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大兴区实施造林绿化任务 3 . 28 万亩，全力打造
大绿大美的新国门形象。截至 6 月 10 日，已完成
造林面积 1 . 4 万亩，栽植乔灌木 48 万余株。如
今，大兴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9 . 5%，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 45 . 6%。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不断
深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及其辐射带动的周边区
域将打造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高地，乃至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提起新机
场，曹允春洋溢着自豪，“这里将成为京津冀飞向
未来的新起点。”

京津冀飞向未来的新起点

这可能是一条最有名的被子了。
进入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就看到沿路电线

杆上悬挂的一条条写有“半条被子温暖中国”字样
的红色标语。

从这个星期起，一部以它为主题的电影在村
里拍摄。

自 35 年前它的故事被发现以来，各个媒体前
来报道，各地访客慕名探寻，当地建了专题陈列
馆，出版了相关图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提到它。

小小的沙洲村，仅去年便接待了近 30 万前来
“找被子”的访客。几乎每个村民都会讲述“半条被
子”的故事。那是 1934 年 11 月，红军长征来到汝
城，驻扎在沙洲村一带。他们跟国民党兵不一样，
不扰百姓，不抢东西。

有三位年轻的红军女兵，待在村民徐解秀家
门前的坪坝上。徐解秀问她们从哪里来，其中一人
说：“大嫂，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时已入冬，寒风凛冽，徐解秀招呼女红军进屋
住。她烧了水让他们烫脚，又生火做饭。

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仅有一张木架床，床
上只铺了稻草和破棉絮，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
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

她便在床边架上一块板子用来搭脚，就这样
抱着儿子，和三个女红军横着挤在了仅有 1 . 2 米
宽的床上，五个人身上盖的，是三位女红军唯一的
行军被。徐解秀的丈夫就睡在门口草堆上守护她
们。

女红军与徐解秀同吃同劳动同睡一铺，还帮
她带孩子、烧火煮饭，闲时给徐解秀夫妇讲革命道
理。

几天后，红军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被子送给
徐解秀夫妇。但他们怎么也不肯接受。最后，一个
女红军用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拿了一半送给他
们。

她们答应她，等革命胜利了，会回来看她，到
时候再给她带一条完整的新被子。

红军走后，白军回来，从徐解秀家里搜出那半
条被子，给烧掉了。

后来，徐解秀经常坐在村前的滁水河边，等三
位女红军回来。这一等就是 50 年，直到她把这个
故事告诉了一位从北京来的、重走长征路的记者。
她请他帮忙寻找那三位女红军。

记者写了一篇《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
在何方》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

看到报道后，走过长征路的邓颖超在全国发
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 15 位老红军，
委托那位记者于 1991 年春节前给徐解秀家人送
去一条被子。

不幸的是，老人在被子送到之前已经去世了。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学生签名的一
条被子送到了徐解秀家人手中。

在沙洲村陈列馆的墙上，写有一段话：“一部
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
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

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

徐解秀的后人与被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81 岁的儿子朱中雄，每天都会来到那栋有

着近 300 年历史的祖居老屋，清扫灰尘，收拾垃
圾，还时常抬出木梯，爬上阁楼，向那些来到母
亲故居、好奇地询问“半条被子在哪里”的访客
展示徐解秀当年藏被子的暗格。

51 岁的孙子朱小红，小时候常听奶奶说起
这个故事，也常见她去村头小木桥张望。2017
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带领下，他兴办“红色旅
游”，建起了沙洲村第一家集吃饭住宿为一体的
土菜馆，月收入 5000 元。

31 岁的曾孙女朱淑华，原本是名幼儿园教
师，村里建起“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后，
她便应聘成了一名讲解员，为一批批访客讲述
曾祖母和三位女红军的故事，讲到动情处就会
哽咽。 (记者马云飞、袁汝婷、柳王敏)

新华社长沙 6 月 28 日电

亲爱的三位红军女战士：
你们好！
我是新华社一名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女记者。你们不认识我，可我已
经“认识”了你们。35 年前，一位记者前辈
报道了你们的故事，掀起在全国寻找你
们的热潮，持续至今。

今年，我有幸参加“壮丽 70 年·奋斗新
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等采访报道活
动，数次来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85 年前
的冬天，你们在长征行军途中，也曾在此
停留过几日。

还记得吗？在这里，你们剪下半条行
军被，送给村民徐解秀夫妇御寒。当年，你
们三人和她同住的房间、挤过的小床，现
在都还特意按照原来的模样保留着。只可
惜，那半条被子后来被敌人烧了。

你们曾答应她，革命成功后，会回来看
她，送她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可是，你们再
也没有回来。人们四处寻找，你们依然杳无
音讯。有人猜想，或许，你们牺牲在了长征
路上？

先告诉你们一件事儿吧，当年很穷
的沙洲村，如今村里人过上了有饱饭吃、
有暖被盖的日子，开始富裕起来。

由于“半条棉被”的故事流传越来越
广，四面八方的游客都来村里参观。络绎
不绝的来访者给村里带来了源源不断的
旅游收入，你们当年那“半条被子”给徐
解秀夫妇、给沙洲村人带来的温暖，80
多年后还在延续！

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啊！
这次我们是来再走长征路的。与我

同行的同事，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之前，
我带着一肚子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剪刀，才能
把一床棉被剪断呢？为什么是半条被子，而不是一
条被子？

徐解秀的孙子解开了我的好奇。他把我带进
你们住过的小屋，告诉我当年红军的条件很艰苦，
说是被子，其实特别单薄，可那也是你们仅有的御
寒之物。徐解秀当时怎么也不肯接受你们馈赠的
被子，情急之下，你们只好剪下半条送她。

1991 年，你们当年帮助过的徐大姐去世了。家
人说，她盼了一辈子，常坐在村口张望，盼着你们回
来。

这些天，我们听到了许多红军故事。这些故事，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百战沙场碎
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
革裹尸还”……

我在想，究竟是哪一个故事，永远驻留着年轻
的你们？

这一路上，我们每到一处都能看到红军墓，有
的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我止不住想，那下面有没

有长眠的你们？
我是生于和平年代的青年，只在电影

上看到过战争，出门旅行有汽车火车飞机，
更没有体会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说实
话，出发之前，我虽然被你们的故事打动，
却总觉得你们离我有些遥远。

直到我在沙洲村问了徐解秀的曾孙
女朱淑华一个问题。

我问她，如果有机会给你们写信，最
想说什么？这个和我同龄的姑娘红着眼
眶，沉吟了一会儿，告诉我：“我想告诉她
们，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这个朴素的答案击中了我。那一刻，
我终于感到自己与你们血脉相连。是啊，
我们过得很好，而我们此刻拥有的一切，
不就是 85 年前你们和战友前赴后继、渴
望抵达的远方吗？

我曾经很困惑，在前途未卜、前路未
知的情况下，你们为何能如此勇敢、如此
坚决？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撑你
们和战友，翻越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
的座座高山，跨过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
穿过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冒雨雪，受冷
冻，吃草根，咽树皮，还要面对数十倍于
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着随时献出
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走过阳光明媚的沙洲村，看
着老人们笑脸安详，孩子们欢乐奔跑，觉
得渐渐读懂了你们。

你们以天下为己任。你们是有理想、
有信念的人。你们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是你们的
故事被“徐解秀”们代代铭记的原因。

你们知道吗？这一刻，有许多年轻人正和我一
样，走过当年你们走过的地方，试图追寻、拼合、
描摹你们的脚步和身影。

你们也许会问，既然故事都有人讲过了，那
再次寻找的意义是什么呢？

去年，我看了一部电影，电影是一个虚构的
故事，却讲出一个道理：“死亡不是真正的永别，
遗忘才是。”

我们不敢在前人的讲述中止步，而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把你们的故事挖掘、记录得更完整，并用它
燃烧今天的理想信念之火。这样，你们是不是就从未
真正离开？

沙洲村的广场上有一座雕塑，是人们想象
中你们的样子。你们穿着朴素的军服，青春飞
扬，温柔可亲，眼睛里闪耀着清澈纯真的光芒。

不知道为什么，我伫立在那里，便觉得不是
在祭奠你们，而是来看望你们，就像久违的朋
友。 ——— 新华社一名“80 后”女记者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记者袁汝婷)新华社长沙 6 月 28 日电

▲这是 6 月 25 日无人机拍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半条被子折射军民鱼水情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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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广场上的“半条被子”雕塑（6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陈泽国摄）

写在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竣工验收之际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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