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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光荣的国测一大队



延安精神代代传 （序１）
　　

昔日，作为邵世坤的领导，我没少给他带领的观测组

布置任务。虽然每次任务都知道同志们完成得不容易，但

究竟是怎样的艰辛，总还有些不了解的地方。近日，翻阅

了 《远征途中》书稿，细读了邵世坤观测组当年为完成由

我根据工作计划 “下铁命令” （书中语）而历经艰险、吃

尽苦头的篇章，不禁感慨良多，深愧自己当年没有分身术

去跟着邵世坤观测组一同完成任务。

总的来说，邵世坤是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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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个敢说敢做，又肯动脑筋琢磨到底，常常把任务执

行得很好的一个人。但细细说来，究其原委，邵世坤的个

性和家世决定了他是一块好料，这块好料经过人民解放军

熔炉的冶炼，变成了一块好钢。邵世坤是从中国人民解放

军测绘学院毕业经由苏联红军组成的 “苏测队”的系统严

格培训才走上军测岗位的。军人的印记由此深深地烙在了

他的职业生涯上。邵世坤出生在穷苦人家，在万恶的旧社

会，穷人家的孩子更爱共产党，更盼着解放。正因为如

此，他自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把报效祖国、报效党

视为自己的生命，甚至把党和国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要！他在日后极其艰险的观测第一线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

的精神和气魄概由此出，正如他在生死存亡间所迸发出的

坚毅果决皆由其军人品质铸造一般。他的大智大勇与细致

周到则来自他不辞艰辛的实践，来自他自己所说的一次次

的笨鸟先飞。在上述所有优点中， “把党和国家看得比自

己的生命还重要”是纲，纲举目张。

强将手下无弱兵，邵世坤所带领的观测组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末，奋战在西部雪山大漠，啃的

几乎都是测量硬骨头，可谓苦不堪言、功不可没。１９６０年

春末夏初，邵世坤观测组担负青藏线咽喉五道梁造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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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环境极其恶劣，工作条件也不好，雪花飘飘，寒风嗖

嗖，他带领全组人马战天斗地，时不时齐心喊一嗓子：

“任务能完成！”每一个人都像与日寇决战的八路军。１９７５

年，他重返观测员岗位，在举世瞩目的珠峰测量中，再现

敢打敢冲、无坚不摧的精神。在此后的１０年里，他无论是

在国测一大队第五中队副中队长岗位上，还是在该中队中

队长岗位上，始终都摸爬滚打、言传身教在观测第一线，

与战友同生死共患难。他的军人作风和 “把党和国家看得

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思想品质就这样伴随着他那豁亮

的个性传递给了老战友和新同事。

邵世坤书写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往事，他书写的是

共和国第一代，甚至第二代测绘人的风采。

我是个少小就从军没念过几天书的人，打过日本鬼

子，参加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连人带枪成为军测

中的一员，后因上了年纪，爬不动山了，到陕西省测绘局

做内业工作。离休后，特别羡慕系着红领巾上学去的儿

童。闲来无事，也翻翻文豪的书。厚书长文章看不进去，

薄书短文章片片段段地也读了一些。茅盾有篇叫 《风景

谈》的散文，结尾给我印象很深：

３００延安精神代代传 （序１）·



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

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

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

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

表现在小号兵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

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

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

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

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

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

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

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

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

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 “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

中之最伟大者！

今天的 “红领巾”泡在蜜罐里学文化，幸福是幸福，

但我隐隐担心一代一代 “蜜”下去，日后他们中间出不了

邵世坤似的人物和类似邵世坤观测组这样的无坚不摧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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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今天的 “红领巾”能从当年的

小号兵、小战士身上学些刚强，能从邵世坤等老一辈测绘

人身上学些刚强，个个都成为心怀祖国的招之能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战士，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

标而奋斗。

最后，请允许我这个老八路面窗而立，向战友邵世坤

老弟，向仿佛还行走在祖国万水千山中的邵世坤观测组，

向包括少先队员在内的 《远征途中》的读者，向邵世坤精

神力量的来源地———巍巍宝塔山，行个军礼。

原 国家测绘总局第七大地测量队队长

原国家测绘总局陕西省测绘局生产计划处处长
　赵桂孝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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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测绘精神 （序２）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给予国测一大队通令嘉奖，授予其

“功绩卓著、无私奉献的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时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为国测一大队题词 “爱祖

国、爱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激励全国测绘人继

承发扬测绘精神。

邵世坤同志就是这个英雄集体的一员。

邵世坤同志是我的老前辈，在他的职业生涯末期，

我们有着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当他提出请我为他写



的 《远征途中》作序要求的那一刻，我心中忐忑不安，

因为自己并不擅长文字工作，怕写得效果不好，影响本

书的整体质量。可是，当我读完了书稿后，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一桩桩难忘的往事、一幅幅生动的场面，真实

感人，活灵活现，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在自己身

边一样，既熟悉又亲切，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于是

我欣然从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贫困落后、百废待兴，新中国

第一代测绘人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

怀揣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高度的思想

政治觉悟，投入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事业中。邵世坤同

志作为第一代测绘人，抱着建设强大祖国的朴素情感，发

扬了革命军人的顽强作风，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爬冰卧

雪，风餐露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为祖国的大

地测量事业奋战了数十载。

正是以邵世坤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测绘人，用他们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认真负

责、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用他们的模范行动，潜移默化

地影响、感染、激励着一代代测绘人，使测绘事业薪火相

传，使国测一大队一直高扬着 “爱祖国、爱事业、艰苦奋

７００弘扬测绘精神 （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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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国测一大队邵世坤等６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充分

肯定了国测一大队及测绘战线一代代测绘队员不畏艰苦、

不怕牺牲、勇攀高峰的感人事迹和突出贡献，同时对全国

广大党员提出了殷切希望。为此，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专

门组织了国测一大队先进事迹报告团，在以陕西为重点的

全国多地进行先进事迹报告活动，弘扬正能量。邵世坤同

志与郁期青同志就是该报告团核心成员。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邵世坤随国测一大队先进事迹

报告团演讲，大学生争相请邵世坤签名

邵世坤等同志的事迹报告不仅受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

好评，也受到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欢迎。于是，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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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同志就萌生了多写些往事的念头，想以更多的亲身经历

感召后人发扬优良传统，为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贡

献力量。还好，邵世坤退休前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好习

惯，他说干就干，克服了年事已高、耳背眼花的困难，以

顽强的毅力，历经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在白阳的协助

下，完成了这部书稿。可敬可佩！

邵世坤同志的回忆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他和他的战友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的经历，有泪，有险，有难，也有苦

中作乐，处处饱含真情实感。篇篇文章都展示了主人公邵

世坤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充分反映出一名老

测绘队员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也体现了他从小就立志为

国家富强做贡献的坚定决心，用书中的一首打油诗 “若问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想到长征两万五，再苦也不

苦”来概括，再好不过。

愿 《远征途中》一书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有所

启迪。

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第一大地测量队党委书记
　刘　键

２０１７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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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序３）
　　

我是国测一大队普通老兵，人已解甲归田，心还随着

光荣的队伍远征。

在日伪统治下，我的童年是悲惨的。我家在吉林省临

江市吴家营村的北门口。村北有条窄轨小铁路，是小日本

鬼子为砍伐、霸占长白山森林修建的。大约从１９３８年起，

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几乎每天自长白山森林发１２列

满载木料的小火车，１２列车每天都跑两趟。每列六七节平

板车皮，前几节车皮每节装十六七根５米～８米长的松木，根



根直溜溜几乎一般粗；后１节车皮超长，拉两根２０来米长

的黄花松，黄花松并不太粗，直径也就七八十厘米吧，但

笔直笔直的，真是天然的好东西。仅黄花松一天下来就是

１２×２×２＝４８（根）！小火车打我家门口路过，前往岗头村，

然后用吊车下吊到鸭绿江边，编成木排，漂至安 （丹）

东，最终装船运往日本。算一算，日本鬼子掳走了咱们多

少财富呀！不仅如此，每到冬季，小日本鬼子就要进山围

剿抗日联军，冰天雪地里，鬼子兵一个个披着白色斗篷，

就坐着拉木料的窄轨小火车打我们村前———吴家营北口进

山。鬼子兵强迫大量劳工疯砍长白山原始森林，劳工吃的

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死去就草草掩埋；他们还要进

山杀害我们的卫国战士，太可恨！我爷爷当年路过家门口

日本鬼子看守的铁路，端着 “三八大盖”的小鬼子叫我爷

爷站住，上来就恶狠狠抽了老人家两个耳光。我目睹了这

一幕。我怎么能不成为一个铁杆爱国主义者？！国家贫弱，

必然遭受洋人宰割。共产党就是好，共产党带领穷苦百姓

收复失地，建立了新中国。

我表妹家在松江河镇，杨靖宇就义地点就在松江河镇

附近。我曾专程前往杨靖宇就义的大树前，向那棵大树深

深鞠躬。

１１０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序３）·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９日，我在杭州西湖留影拍照，当时杭

州人民广播电台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我们一定要解放

台湾，除蒋贼外，只要放下武器，一概过往不咎……”女

播音员义愤填膺、言辞激烈、声调激越，深深震撼了我。

之后，时年２１岁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尉的我，给国防部

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个攻打台湾的方案，我记得这个方案由

六条建议组成，中心是师法草船借箭，将装有重炮和士兵

的船连起来，伪装成民船，抵近台湾，然后万炮齐发，把

守军打蒙，冲上岸，杀开一条血路，一举解放台湾。１０来

天后，我收到了回信。回信否决了我的攻台方案，但否决

得既有理，也很照顾我的情绪。洋洋洒洒两页纸，逐条说

明了不同意的理由，中心是海浪不允许那么多船连在一

起。信的结尾是凝练的勉励；落款处赫然盖着一枚红章

印，是海军司令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我那时 “神”得很，

仿佛听到彭德怀元帅看完此信所作的口头批示：“这小子

看来是认真的，精神可嘉。转海军司令部好好回答！”此

后，我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努力工作，其实也都是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的岗位千千

万，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色发挥，新中国

一定会早日富强。从此，我就一心一意干本职工作了。

２１０ ·远征途中



邵世坤　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９日摄于杭州

照片正面上端依稀写着年月日，背后注着 “西湖平湖秋月”。

新中国来之不易，建设新中国更需努力。国家必须富

强，落后就要挨打，再受洋人的欺辱。数十年来，在工作

中，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就干劲倍增。

我一生主要从事大地测量工作。在工作中，我不怕艰

险困苦，不计较职务的高低，只要是对国家富强有利的

３１０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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