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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桥，承载着人们的记忆；一座桥，
展示着城市的风采。

46年前，市政工程处的百余名职工集
结在湛河岸边，经过艰苦奋战，建成了光明
路湛河桥（以下简称光明路桥）。后因桥梁
老化和通行量激增，该桥进行了两次升级改
造，三孔双曲拱桥逐渐被新的桥梁所替代。

曾经参与该桥建设的技术员，今年已
80岁高龄的平顶山市委原书记宋守卿亲历
了从蓝图到现实、第一个桥墩基坑开挖到
整桥通车。 11月 13日上午，宋守卿和光明
路桥的第二代、第三代建设者相聚于此桥，
共同回忆架通这座桥梁过程中的故事。

当初建桥肩挑背扛

11月 15日，在宋守卿的家中，讲述起那
段建桥的经历，老人颇为感触，一幕幕往事
展现在眼前。他说，自己和平顶山结缘是
从建桥开始的。为支援平顶山市城市建
设，1969年，省水利厅第二工程总队桥涵大
队第二安装队的干部职工从省直单位调配
到我市，他当时是安装队的一名设计员。
来到平顶山时因没房，就和妻子暂时住在
市区矿工路市长途汽车站对面的一家旅馆
里，后来搬到了市城建局家属院。

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
建设者们发扬奋力攻坚、顽强拼搏的精
神，平马路桥（现开源路湛河桥）、公园北
街过河天桥相继建成，增加了城市的南北
通道。

“上世纪70年代的平顶山市区很小，
仅有体育路、矿工路、开源路、中兴路等几
条主路，光明路还未打通。”宋守卿回忆，
1974年初，光明路桥动工建设，桥梁设计、

图纸绘制等环节是他和一位工程师、另一
位技术员三人完成的。那时没有电脑、计
算器和功能强大的制图软件，计算数据用
的是计算尺和算盘，全是纯手工绘图，他们
加班加点熬夜绘制出了桥梁设计图纸。

桥梁设计为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分3
孔，每孔跨径21.1米，桥长64米，宽8.5米，
其中行车道宽6米，设计标准为汽-13、拖-
60（指桥梁通过交通工具的重量）。在谈到
双曲拱桥的选择上，宋守卿认为这个拱形
桥是非常必要的。“双曲拱桥的建造有施工
周期短、造价低和承载能力强等优点，在当
时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桥梁形式。”

宋守卿说，建桥缺乏工程机械，全靠人
上。开工前做河道内围堰的草袋都是工人
们扛到河里的。工人们用铁锹铁镐挖基
坑，将石料一块块搬到河里用水泥砌桥
墩……大桥最重要的环节是吊装拱梁。“我
们采用现场预制拱梁的施工方式，然后再
吊装到位。”宋守卿回忆，当时采用人工拔
杆吊装拱梁，需要多名工人默契配合才能
完成。

“可以说光明路桥是大家通过肩挑背
扛修建出来的。”宋守卿动情地说，无论是
技术管理还是设备都遇到了许多困难，但
建设者凭着高度的责任感和热情，通过不
懈努力，历经一年大桥顺利建成通车。

老桥提档升级

省劳动模范、市政工程公司路桥处处
长陈军今年 57 岁，在建设一线工作近 40
年。他说，2003年 9月，他带着50多名施
工人员对光明路桥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在
原有桥体两侧各加宽８米，分别增设５米

宽的非机动车道和３米宽的人行道。
对桥体加宽，当时在我市桥梁建设中

尚属首次。陈军说，此次改造大桥两侧扩
建部分采用抗压力强、整体性好的钢筋混
凝土T形梁，同时对伸缩缝进行优化，新建
部分与老桥的连接处填充后改为绿化带。

6个月后，整座桥的施工全部完成，不
锈钢与淡黄色立柱相间的桥栏，人行道铺
设的扇形砖，宽敞的桥面绿化带点缀其中，
光明路桥重焕青春。

新桥2011年投用

时间到了2011年，因桥梁老化和通行
量激增等原因，此桥已无法满足现代交通
荷载等级要求。当年2月，住建部门宣布
拆除老桥，重建一座新桥。

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刘瑞群是
该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她介绍，规划建设
的新桥为 T 形预应力结构，承重达到 110
吨。2003年加装的两侧桥体不动，两侧绿
化带整体拆除，机动车道增至15米宽，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及桥面总宽度不变。

接了新建大桥的“帅印”，刘瑞群每天
都在工地上，无暇顾及家人和孩子，着力协
调解决工程用电、河道改流、管线改移等问
题，处理施工难点，严把质量关。她在工地
上扭伤了脚，拄着双拐仍坚持在一线。

2011年 7月 25日上午，大桥比计划提
前10多天通车。第二年，刘瑞群获得“全国
住建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今年10月，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公示名单
中，刘瑞群榜上有名。

从建桥到修桥，三代建设者守护的这
座大桥，见证着鹰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2011年5月，光明路湛河桥重建，桥墩浇筑完毕。
11月13日上午，三代光明路湛河桥建设者宋守卿（图中）、陈

军（图右）、刘瑞群（图左）相聚在桥头，共同回忆大桥背后的故事。

1111月月1313日日，，阳光照射下的光明路湛河桥阳光照射下的光明路湛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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