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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确保畅通的拼搏精神。 [1]如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

段，更需要发扬宝成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

扬宝成精神，前提是必须学习和宣传宝成精神。目前，

在宝成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方面，有关方面主要通过系列

博物馆和体验场所、创作有关文艺作品及举办其他相关

活动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通过深入参观、体验和

学习，唤起人们对宝成铁路先辈的缅怀之情，激发参观

者的报国之志。

（二）承载历史记忆

“铁路得以完整见证国家和民族奋斗进步的光辉历

史，为我们了解、体验和再现铁路历史风貌提供了真实

场所。……英国……几乎每一座较大规模的城市都建有

一座铁路主题博物馆。”[2]宝成铁路不是一条普通的交通

线路，而是一个承载着几代中国人情感和回忆的历史载

体。宝成铁路是中国工业化历程的一个缩影，沿途景观

承载着先辈们不懈奋斗历史。老一代宝成人把自己的小

家和国家发展大局紧密结合，在交通强国的道路上一代

接着一代干，使宝成铁路事业薪火相传。无论我国铁路

事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回首宝成铁路发展历程，都应当

深刻铭记这段艰辛而光辉的历史。2018年，宝成铁路成

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铁路遗产，

有利于其更好地发挥见证历史、昭示后来的传承作用。

（三）普及科学教育

宝 成 铁 路 沿 线 秦 岭 山 区 ， 可 谓 一 座 奇 异 的 地 质 公

园，加上秦岭南北分水岭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有着重

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价值。目前，宝成铁路沿线秦岭山区

的嘉陵江源头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正在被陆续保护、

开发和利用，形成了宝鸡凤县嘉陵江源头风景区、岭南

植物园等旅游兼科普教育的重点开发项目，一定程度上

发挥了其科普教育价值。同时，宝成铁路系列博物馆中

陈 列 的 静 态 老 物 件 ， 以 及 仍 在 服 务 于 运 输 的 轨 道 、 桥

梁、隧道和站点等，通过解说员的讲解和工作人员的描

述，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我国最高铁路技术，提升了游

客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为修建宝成铁路，国家曾

经调用一多半的铁路筑路劳力和五分之四的铁路机械筑

路力量。[3]观音山大爆破缩短工期六个月，节省人工8.2

万天，节约投资78.83万元，这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第一

次成功的大爆破。[4]而观音山站再往南的青石崖站，则是

筑路大军用300多吨炸药炸出一块平台，就此修建而成。

这些生动的科学知识和史实，对于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具

有特别的科普教育优势。

（四）助推生态文明

宝 成 铁 路 穿 越 素 有 华 夏 龙 脉 美 誉 的 秦 岭 ， 地 处 生

态文明建设的至关重要区位，因此，相关方面兼负沿线

宝成铁路是中国工业化历程的一个缩影，《夜走灵官峡》生动而深刻地记录了这一段先辈们不懈奋斗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