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1月 22日 星期一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雪域高原，晴空万里。拉萨河畔，高大

的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巍然矗立，碑上写

道：“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

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

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

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

业绩永垂青史。”

令人心潮澎湃的碑文，将人们的思绪

拉 回 60 多 年 前 那 场 气 壮 山 河 的“ 大 会

战”——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毛泽东同志

“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号召下，人民解放

军官兵，四川、青海等地的各族群众及工程

技术人员组成一支 11 万人的筑路大军，于

1954 年建成了总长 4360 公里的川藏公路

（原称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

有公路的历史。

“60 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

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

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

‘两路’精神。”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川

藏、青藏公路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

要 求 进 一 步 弘 扬“ 两 路 ”精 神 ，助 推 西 藏

发展。

战天斗地，筑就高
原通途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新中国成

立之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改

变西藏贫穷落后面貌，促进民族地区繁荣

发展，我国决定在青藏高原修筑康藏公路、

青藏公路。

修筑“两路”，意义重大，难度也举世罕

见。由原西康省省会雅安至西藏拉萨的康

藏公路要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 14 座大

山，横跨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 10 多条大

河激流，横穿龙门山、通麦等 8 条大断裂

带。由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的青藏公路平

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最高处达 5231 米，

施工时最低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空气中

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筑路大军拿着

简易工具，以血肉之躯战天斗地，书写下一

段段感人肺腑的英雄故事——

1950 年 8 月，抢修康藏公路道孚县一

座桥梁时，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扑进

河中，站在漂流的木料上用长钩、撬棍拆散

木垛。不料，木垛突然散开，横冲直撞，11
名战士被撞落水、英勇牺牲。后来，这座桥

被命名为“忠烈桥”，桥头建起纪念碑亭，永

久镌刻英雄事迹。

1951 年 12 月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雀 儿

山已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曾屡建战功

的战士张福林，又和战友们一道投身筑路

工程。一天中午，张福林去检查炮坑时，突

被一块巨石击中，献出宝贵生命。解放军

某部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前

所在的班为“张福林班”。此后，“张福林

班”的战士们以顽强的斗志与兄弟部队一

道把康藏公路修到了拉萨。

1954 年 12 月 25 日，康藏、青藏公路全

线通车。毛泽东同志特地题词：“庆贺康

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

团结，建设祖国！”解放军某师的筑路英雄

发出感慨：“公路每前进一步，都印着我们

的汗和血迹，每前进一程，都是我们的光荣

和幸福！没有足够的奉献牺牲精神，就没

有‘两路’的贯通。”

是的，修筑“两路”不仅在“世界屋脊”

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也铸就

了一座彪炳史册的丰碑——“两路”精神。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修筑“两路”

是我国乃至世界公路修筑史上罕见的壮

举，开启了西藏交通发展新纪元，成为西藏

走向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维护国

家统一、巩固国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天路”纵横，西藏
交通今非昔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要继

续弘扬‘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

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

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

裕之路。”

2021 年 8 月 21 日，全长 295 公里的 G6
京藏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萨段（那拉高速）全

线通车，使拉萨市与那曲市之间的车程由

6 小时缩短至 3 小时，也使西藏高等级公路

通车总里程增至 1105 公里。

“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原施工，条

件非常艰苦。各民族同事为把工程建成精

品工程，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在那拉高速

某项目部工作 3 年来，25 岁的藏族大学生

嘎玛洛卓在汉族、满族师傅帮助下，顺利完

成了桩基灌注等工作，成长为一名能够独

当一面的技术主管，“民族团结，就像雪域

高原上的茶与盐巴。”

交通运输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前提、社

会和谐稳定的保障、国防安全的基础、民族

团结的桥梁。60 多年来，在改造、整治和

养护“两路”的过程中，一代代交通人继承

传统、以路为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两路”

精神，也推动西藏交通运输事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拉萨至林芝、泽当至贡

嘎机场、日喀则机场至日喀则市等高等级

公路相继通车运行，西藏自治区公路总里

程增至 11.88 万公里。随着“四好农村路”

建设深入推进，西藏乡镇、建制村通畅率大

幅提升，并且实现了所有县（区）和具备条

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客车的目标。一张巨

大的公路网，将雪域高原上星星点点的村

庄、牧场、雪山、湖泊紧紧相连，被人们亲切

地称为“天路”。

一条条“天路”，为西藏经济发展打通

了瓶颈。2013 年 10 月，波密至墨脱的公路

全线通车，从此，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墨

脱县也通了公路，步入发展快车道。“十三

五”时期，墨脱县旅游业各项发展指标大幅

上升，年游客量最高时达 22.75 万人次。今

年 5 月，第二条通往墨脱的交通要道——

派墨公路全线贯通，墨脱旅游产业有望再

上新台阶。

一条条“天路”，带动各族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距拉萨市区 40 公里的堆龙德

庆区南巴村掩映在绿水青山中。以前，出

村的土路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糌粑、酥油

等特产只能用马车、拖拉机运出村售卖。

自 打 村 里 通 了 水 泥 路 ，特 产 外 销 顺 畅 多

了。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4 万元，

许多人家买了车，看病就医、外出办事十分

方便。

一条条“天路”，凝聚着交通人筑路养

路的艰辛付出。“两路”通车 60 多年来，以

驻守在海拔 5230 米的“天下第一道班”109
道班、全国劳模玛尔灯等为代表的一代代

养路工人坚守在青藏高原，承受着恶劣气

候、高寒缺氧的严峻考验，以养路为业、道

班为家，为西藏公路保通保畅作出巨大贡

献。“十三五”时期，西藏公路养护工程累计

完成投资 98.54 亿元，较“十二五”时期增长

262.1%。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徐文强表

示，“十四五”时期，将科学谋划出入藏通道

建设，深入推进京藏高速公路格尔木至那

曲段等一批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做好川藏

公路保通保畅和提质改造，“让雪域高原各

族人民走上‘团结线’‘幸福路’，过上更加

美好的新生活。”

传承精神，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60 多年来，“两

路”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交通人攻坚克难、奋

勇拼搏，接续创造着一项项举世瞩目的中

国奇迹。

2016 年 4 月 13 日，穿越世界级滑坡群

地段的国道 318 线川藏公路通麦段整治改

建工程正式通车。

该路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安全风险

极高、难度极大。工程技术人员团结拼搏、

勠力创新，运用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克服

了隧道涌水、危岩破碎等施工难题，成功驯

服了“通麦天险”，使川藏公路通麦段的通

行时间由 2 小时缩短为 20 多分钟。

成功驯服“通麦天险”，彰显了当代交

通建设者对“两路”精神的传承，也反映了

我国交通建设的强大实力。

2017 年 12 月 10 日，全球最大的单体

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港洋山港区四期码

头正式开港。

跨海建桥、填海造地、穿山筑路……洋

山港建设中，创新解决了工程泥沙等一系

列难题，探索出离岸深水港建设的成套技

术，为我国港口工程向离岸、大型、深水方

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自豪的是，

四期码头中的桥吊、自动导引车、轨道吊、

设备控制系统均由我国企业自主制造。

2018 年 10 月 24 日，世界总体跨度最

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道最长的

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

作为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

难度最大、工程规模最庞大的跨海通道工

程 ，港 珠 澳 大 桥 创 造 了 一 系 列“ 世 界 之

最”。超级工程背后，凝聚着交通建设者们

的汗水和智慧。沉管隧道施工是前所未有

的世界级工程技术难题，建设者们从零起

步、潜心钻研，突破了核心技术难关，自主

研发制造出了海底沉管，并将 33 节沉管逐

一安放成功。整个大桥建设过程中，建设

者们创造了 400 多项新专利。

京新高速、港珠澳大桥、西成高铁秦岭

隧道群、洋山港集装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

化集装箱码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大交通建设工程

捷报频传、鼓舞人心，中国路、中国桥、中国

高铁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名片”。

今日之中国，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

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邮路畅通，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港口

万吨级泊位等规模均跃居世界第一，交通

运输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大向强的历史性

转变，实现了从“整体滞后”到“瓶颈制约”

到“初步缓解”再到“基本适应”的历史性

跨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将激励全

体交通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迈出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的铿锵步伐！”交通运输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

弘扬“两路”精神 迈向交通强国
本报记者 刘志强 袁 泉

当年，10多万军民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团结奋斗，创造了世界公

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

路的历史。60年来，在建设和养护

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

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

精神。

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60周年

作出的重要批示

世 界 屋 脊 上 ，公 路 蜿 蜒 于 高 山 峡 谷 之 间 ，地

震、泥石流、塌方、雪崩等自然灾害频发。在这里

从事养路工作，既艰苦又危险。西藏自治区高等

级公路管理局拉贡机场养护中心职工扎西林具却

十分珍视自己的工作，“一次次应急抢险保通，让

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荣誉感，这些是无法用金

钱衡量的。”

2013 年，刚加入养路职工行列的扎西林具便经

历了一次生死考验。在波密至墨脱公路建设项目

中，一段公路刚修通便遭遇雪崩。为在抢险黄金期

打通雪崩路段，项目部决定成立突击队，扎西林具

第一个报了名。

一边是山上松动崩塌的积雪，一边是深不见底

的悬崖，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扎西林具让同伴撤至

安全区域，自己却驾驶挖掘机在悬崖边操作。道路

即将抢通时，雪崩再次发生，万幸，他没有受伤。同

伴们焦急地上前查看，扎西林具想到的却是“还好没

有砸坏挖掘机”。

2015 年 4 月，一次地震对国道 318 线造成严重损

坏，让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镇成了孤岛。灾情就

是命令！扎西林具连夜赶赴灾区。抢修持续了几天

几夜，最后阶段被一处塌方体“卡住了脖子”，挖掘机

随时可能掉落悬崖。迎着危险，扎西林具冲上前去，

操作挖掘机在方寸之地作业。4 个多小时以后，道

路终于打通，6300 多名群众成功脱险，而他顾不上

休息，紧接着投入其他路段的抢修工作……

“老一辈养路职工用最简单的工具修补、挖填，

现在，装备水平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了。”扎西林

具感慨道，工作条件好了，“两路”精神却永远不能

丢，“我要立足岗位，做一名光荣的‘铺路石’！”

西藏养路职工扎西林具

为“天路”保畅通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袁 泉

算盘、圆规、篾尺、花杆……上世纪 50 年代，老

一辈四川公路设计院“寻路人”背着简陋的测量工

具，为川藏公路绘就蓝图。卡车翻越海子山时陷进

雪地，大家就脱掉棉衣，垫在车轮下铺路，为车轮增

加摩擦力；勘测时遭遇土匪突袭，队员们就拿起手

里的测量工具搏斗，还有同志不幸牺牲。

60 余年寒来暑往，一代代交通人秉持“两路”精

神，接续努力、顽强拼搏。新世纪以来，为打通雀儿

山天堑、打破国道 317 线瓶颈，四川公路设计院耗费

10 年心血，精心设计了全球第一座海拔 4300 米以上

的特长公路隧道——雀儿山隧道。2017 年 9 月，隧

道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冬过雀儿山，如闯鬼门

关”的历史。

天堑变通途，靠的是风雨不动的坚定执着。在

雀儿山隧道建设现场，勘察人员胡林寿、王珺夫妇

坚守了整整 6 年，全程开展标准、原材料试验和现场

实体检测。由于缺氧，他们每天睡眠时间不到 5 小

时，冬天更是经常失眠。2014 年初，王珺有了身孕，

坚持到生产前的最后一刻才离开项目……

近年来，四川高速公路建设逐步向地质条件更

复杂、气候环境更恶劣的高原山区延伸。像雅康高

速二郎山隧道，位于断裂带交汇部位，工程难度极

大。为此，四川公路设计院的勘察人员背上干粮、带

上睡袋，白天在丛林里调绘，晚上打着手电筒填图，

凭借顽强毅力查明了地质条件，为隧道设计夯实了

基础。在新一代“寻路人”努力下，雅安至康定、汶川

至马尔康等进藏高速公路，泸定大渡河大桥、二郎山

隧道等重大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寻路人”始终在路上。面对一项项技术难题，

他们孜孜不倦探索，锲而不舍钻研，让道路蜿蜒入

藏，让更多地区的交通更加顺畅。

四川公路设计院“寻路人”

合力攻克

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李凯旋

图图①①：：上世纪上世纪 5050 年代年代，，战士们在怒江岸边的悬崖绝战士们在怒江岸边的悬崖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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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西藏农村客运班车上的乘客西藏农村客运班车上的乘客。。 曾曾 军军摄摄

图图④④：：GG66 京藏高速羊八井至拉萨段京藏高速羊八井至拉萨段。。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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