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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奋斗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
目。这 40 年，中国劈波斩浪、砥砺奋进。这 40
年，江苏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档案局和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等共同
主办了“筑梦伟大时代、共创美好生活——江苏
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展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办展理念，通过近千幅档案图片资
料和上千件老物件，存人民记忆、展人民风采、聚
人民智慧、赞人民伟力。

档案是忠实的记录者，也是客观的见证者。
展出的档案图片、资料，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生动鲜活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人民生活从温
饱到小康、逐步富裕起来的历史变化，展示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面深化改革,共创美好生活，进一步坚定了全省
上下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此次展览从 9 月 29 日开展至 10 月 25 日闭
展，吸引了30多万观众踊跃观展，场面十分火爆,
产生强烈反响。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大中小学校学生和广大市民、游客纷纷前来观
看，展厅现场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一面面鲜红的
党旗、团旗、队旗，簇拥而来的老人、与改革开放
同呼吸的中青年、“95后”“00后”们的青春面孔，
随着手中相机的“咔嚓”声响，定格成为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浓墨重彩的光影华章。

本次展览分为“序厅”“历史跨越”“沧桑巨
变”“美好生活”和“结语”五个部分。在波澜壮阔
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江苏人民先后创造了“四千
四万”“昆山之路”“三创三先”等宝贵精神财富，
涌现出一大批改革先锋、道德模范和时代楷模，
在图片展现场重温他们的事迹，观看记录他们拼
搏奋斗的档案实物，让观众通过细小的体悟，感
受到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蓬勃力量。

在展览现场，时代楷模、守岛英雄王继才同
志遗存的档案实物让许多观众深情驻足。王继
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
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

立民兵哨所，但因条件艰苦，先后上岛的10多位
民兵都不愿长期值守。1986 年，26 岁的王继才
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
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
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海防
事业。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
模”。今年7月27日，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习近平总书记对王
继才同志先进事迹高度评价，强调“要大力倡导这
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
追求”。 这次展览展出了王继才同志的遗物——
一面用坏了的国旗、两个手电筒、两台收音机，用
真实细小的档案资料，生动展现了“把守岛当作守
国”的爱国奉献精神，令观众们感叹不已。

此次展览还展示了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留
下的日记等遗物。吴仁宝留下的重要文稿、报道
及照片、奖章、奖牌、荣誉证等档案，成为华西村
的珍贵档案史料。这次展览展出了他的一本特
殊的“伙食账”簿，记载了吴仁宝 1975 年 4 月至
1981年4月任江阴县委书记期间，历次出差或下
基层时的用餐付费情况。这本账簿只有“年、月、
日，早、中、晚，角、两、斤”等简单记录，真实反映
出吴仁宝清正廉洁的品格和深入调查研究、密切
联系群众的作风。

岁月如水，光阴如梭。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改变了中国的每一个家
庭。而伴随着这场沧桑巨变所留下的每一个
家庭的照片、家书、日记、证件、票据等等，在承
载了每一名家庭成员个体记忆的同时，也全面
地反映出家国发展的光辉历程。在筹办展览期
间，省委宣传部、省档案局、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专门面向全省联合举办了“见证改革开放 40
年，越来越美好的生活”经典照片征集评选活动
和“档案见证改革开放——江苏最美家庭档案”

征集评选活动。“江苏最美家庭档案”征集评选
活动共有4560 户家庭报名参加，部分入选档案
在此次图片展中展出。

浏览这些经历了岁月淘洗的家庭档案，我们
既看到了40年改革开放江苏大地上的一个个生
动缩影，更感受到江苏人民奋斗奋进、期冀更加
美好生活的一个个示范，见证了一个时代翻天覆
地的变革，从而使这些拨动心弦的家庭记忆变成
社会的记忆，再上升为国家记忆——

连云港赵泳“日记档案”——见证“港口大
开发”峥嵘岁月。1973年，赵泳调到江苏连云港市
建港指挥部工作以来，记录下200多万字的日记，
拍摄了上万张照片，这无数个珍贵瞬间，见证了轰
轰烈烈的“建港”事业，俨然成为一个小型档案库。

南通刘玺“影像档案”——致力打造全球华
人影像家谱。1978年起，南通市民刘玺以家族影
像传承为目的，用影像纪实的方式，记录下每一
个家庭或家族的重要生活节点及精彩瞬间，致力
打造全球华人影像家谱，于2014 年成立全球华
人影像档案馆。

无锡贺星允“账本档案”——一分一厘记录
一部“微观经济史”！无锡市民贺星允老人的家
庭“账本档案”，是一部记了60年的账本，堪称家
庭“微观经济史”。会计出身的她从1958年开始

记账，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一一记录。特别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生活越来越好，收入
不断增加。据账本记载，1978年1月至6月，贺老

一家的收入为 1568.3 元，到了 2012 年 1 月至 6
月，贺老一家的收入为 48249 元，增长近 30 倍。
随着时代进步，贺星允一家人的开销也越来越丰
富，不只是单纯的食物支出，涵盖衣食住行等各
个方面。

镇江华允庆“成长档案”——编年体式拍摄
“时间去哪儿了！”镇江市民华允庆，从1980年女
儿出生开始，连续39年在镇江同一地点和女儿
留下合影。岁月如梭，父亲由26岁的青年步入
了老年，女儿从婴儿变成39岁的两个女儿的妈
妈。父女俩用39年的坚守，共同演绎了一段动
人的时间传奇，也留下了一幅幅动人的印记。

苏州沈鸿“亲情档案”——30本档案传递五
代人爱心接力。苏州市民沈鸿以家庭为对象，汇
集祖辈、父辈、自己、女儿和外孙五代人的档案。

《亲情的记载》《松鼠的风格》《我们这一代》《爱情
的故事》《女儿成长档案》等等，30本家庭档案，

五代人爱心接力，娓娓叙述改革开放40年普通
家庭变迁的精彩故事。

无锡胡立德“撕纸档案”——撕纸四十年成
为“民间工艺美术家”。无锡市民胡立德自1978
年开始撕纸艺术生涯，在北京、上海、南京、敦煌
等近百座城市举办展览，他创作的110米“万众
一心迎港归”长卷获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民
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无锡朱氏“壶艺档案”——可心壶艺，传承有
序。无锡市民朱可心，是紫砂艺术大师，1956年被
江苏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技术辅导，1960年成为中
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他以独特的手工技
艺和匠心精神，薪火相传，桃李天下。其一门四

代，长子朱泽华、长孙朱新洪、重孙女朱晨瑶秉承
可心壶艺和家训家风，默默传承着紫砂精神。

苏州沙佩智“美食档案”——一份菜单复原
300年前册封盛宴。苏州市民沙佩智从苏州观前
街的糖粥做起，潜心钻研20载，研制出苏州织造
官府菜制作技艺，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2年，她通过300年前的一份菜单，借
助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大量宫廷苏州饮食档案的
研究，历经艰辛，复原出300年前苏州探花徐葆
华奉旨封琉球国王皇家册封宴的盛景。

南京冯树凭“《家》报档案”——构建“家和、
卓越、奉献”家风。南京市民冯树凭从1991年创
办《家》报至今，已办1962期，以《家》报为桥梁，
全家交流彼此的学习、思想、工作、情感，记录了
家里家外的大事小事。一份份《家》报承载着28
年大家庭的精彩和温情，成为国家鲜活的“细胞”

记忆。
连云港陈凤桐“笔宴档案”——25个春秋笔

宴书写新风尚。从1993年起，每年年初二，连云
港市民陈凤桐全家都要组织“竹兰轩”家庭笔会，
每个家庭成员都书写下新年的祝词。天增岁月
人增寿，这一坚持就是25个年头，书写出新时代
家庭的新风尚。

巨变40载，改革最磅礴的伟力来自人民。如
果把40年改革开放浓缩成一首壮丽诗篇，人民必
然是意蕴丰富的“题眼”；如果将40年风雨历程谱
一曲时代华章，人民必然是最撼人心魄的强音；如
果给中国梦绘一幅全景画卷，人民必然是最生动
传神的“点睛之笔”。展览尾厅选择了40年中不
同时代的普通群众在基层一线、本职岗位拼搏奋
斗的场景，用他们坚韧的目光、勤劳的双手、忙碌
的身影，描绘出改革开放的壮美画卷。

供 稿：江苏省档案局 周云峰

“江心托起擎天柱，金桥飞架过大江。”南京长
江大桥作为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
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犹如一条雄伟的巨龙，
在长江上默默挺立了半个世纪。

南京长江大桥被称为“争气桥”，开创了我国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是
南京的城市名片，在南京市民、江苏人民和全国人
民心中都是一份永远无法抹去的骄傲与荣光。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
车。今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将迎来50岁生日。

为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通车50周年，讴歌建设
者们的感人事迹，留存一段见证中国崛起精神的永
恒记忆，江苏省档案局联合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
会、武汉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档案局、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博
物总馆、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等单位，对珍藏50多
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档案进行共同开发利用，计划推
出“五个一”系列成果（一个南京长江大桥综合档案
全文数据库；一套南京长江大桥文电、图纸、影像及
口述等档案开发利用丛书；一部南京长江大桥电视
专题片；一次南京长江大桥大型档案图片展览；一
组南京长江大桥邮品、智汇卡等文创产品），为南京
长江大桥50岁生日敬献一份特殊的礼物。

江苏省档案馆和武汉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珍藏着南京长江大桥筹建、设计、施工及
使用等档案。当年建设大桥工程属于高度机密，
一直到现在，很多资料都未曾公布。此次双方达
成共识，共同建立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全文数据
库，使南京长江大桥档案第一次实现了全面整
合，解决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存放多处、查找不便
的问题。

江苏省档案局专门组织档案数
字化专业队伍，将中铁大桥

局集团有限公司保存的
近千卷、数万份南京
长江大桥文书、图纸、
照片等各类档案，进
行了数字化加工，
不仅使南京长江大
桥档案得以长期保
存，也使得尘封50多

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档案
能更加方便快捷地走进大

众视野，让人能够全景式、多角
度地了解南京长江大桥如何炼成的历史过程。

长久以来，长江南京段一直是隔断南北交通
的一道天堑，建造大桥的梦想一直萦绕在国人的
心头。1908年沪宁铁路、1911年津浦铁路先后通
车，但却被大江阻隔，不能相通。为此，孙中山先
生曾在《建国实业计划》中，设想建设长江地下隧
道，实现南京长江两岸铁路的贯通，但这仅仅成
了一个设想。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根据《首都计
划》建设，以10万美元重金聘请外国桥梁专家约
翰·华特尔，对下关、浦口间建桥作了考察，得出

“水深流急，不宜建桥”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千百年来长江天堑阻隔

南北交通、而仅凭轮渡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状
况，1956年，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对南京长江大桥进
行勘测设计，从而拉开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伟大
工程的序幕。195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
会”正式成立。1960年1月18日，南京长江大桥正
式开工建设。1968年9月，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
12月大桥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
夙愿终成现实。

关于大桥的选址，据档案记载，当年有7个方
案，其中4个方案选择在安徽芜湖，有3个方案选
址南京，分别在宝塔桥、下三山和煤炭港。最初倾
向于芜湖，后来考虑到芜湖所选地址均不在市区
范围，而且芜湖当时只是一个22万人的中等城
市，所以有113万人口的南京最终胜出。

南京长江大桥修建期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
境日趋恶劣，苏联撤走专家，并拒绝提供材料，毛
主席指示自己建大桥。但是，苏联专家西林却与南
京长江大桥有着一份特殊的情缘，他曾自费专程
来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周总理还曾提议要在
南京长江大桥上挂他的照片。

南京长江大桥下部基础设计由中国独创，各
个桥墩设计方案的确定、曹桢发明的“浮式钢沉
井”、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工人们牺牲奉献的精
神，为南京长江大桥的基础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中国桥梁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京长江大桥仅钢梁部分所用钢材就有3.3
万吨，其中2万吨原计划向苏联订购高强度合金
钢，因中苏关系恶化，于是改用我国自己试制成功
的鞍钢16锰桥梁钢。这是我国桥梁工程首次使用
高强度低合金钢。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从立项到选址、规划、设
计、施工、安全、保卫等，每一个方面都经过反复研
究、勘测、论证、试验，并且集当时全国最强最先进
的技术和施工力量，力求精湛完美，无愧后人。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2016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入选

“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总造价为28757.7万元，其

中正桥工程13151万元、桥头建筑1687.7万元、公
路引桥2579.2万元、回龙桥175.7万元。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从2016年10月28日开
始全面封闭维修，今年年底大桥50岁生日期间将
回归市民、正式通车。两年过去了，如今的大桥已
经焕然一新，更加雄伟、更加壮美、更加靓丽……

供稿：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处 顾玮玮

拨动心弦的记忆
——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片展掠影

“江苏先进模范人物”展区

王继才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守卫开山岛使用王仕花夫妇守卫开山岛使用
的国旗的国旗、、收音机收音机、、手电筒等工具手电筒等工具

吴仁宝留下的吴仁宝留下的““伙食账单伙食账单””、、日记本等档案日记本等档案

““江苏最美家庭档案江苏最美家庭档案””展区展区

贺星允贺星允““账本档案账本档案””

苏州沈鸿苏州沈鸿““亲情档案亲情档案””

无锡朱氏无锡朱氏““壶艺档案壶艺档案””

南京冯树凭南京冯树凭《《家家》》报档案报档案

穿越时空的见证
——尘封50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即将掀开神秘面纱面纱

本期编辑：江苏省档案局 周云峰
本期组稿：江苏省档案局 苏海霞

江苏省档案局与相关单位举行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推进会

南京长江大桥展露新颜

2018年10月22日，江苏省档案局与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武汉举行了南
京长江大桥电子档案接收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