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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

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铁路

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

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

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忆往昔，从惊雷翻滚的风火山口，到

夏日飞雪的唐古拉山巅，从朔风肆虐的

三岔口畔，到寒风刺骨的雪水河边，10 多

万建设大军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攻

克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

大世界性难题，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 路 最 长 的 高 原 铁 路 ，铸 就 了“挑 战 极

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看今朝，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高原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复兴号”动车

组驰骋如梭，青藏两省区铁路运营里程

从 1959 年 的 121 公 里 扩 大 到 2020 年 的

3656.98 公里，增长近 30 倍，助推雪域高

原实现快速发展。

挑战极限，越是艰
难越向前

“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看

来还得修青藏铁路”……新中国成立后，

党中央始终心系青藏铁路的建设。

1958 年 9 月，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

段开工建设。然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的影响，国家经济实力难以承受如此大

规模的工程，再加上冻土等难题当时难

以攻克，1961 年 3 月，青藏铁路工程被迫

下马。

1974 年 3 月，青藏铁路工程再次上

马。铁道兵第七师、第十师 6.2 万名指战

员 再 上 高 原 ，展 开 西 格 段 建 设 大 会 战 。

全长 4.01 公里、平均海拔 3600 米的关角

隧道是西格段的重难点工程。在修建过

程中，塌方灾害频发，100 多位年轻战士

的生命永远定格于关角，但铁道兵官兵

们硬是用风枪、铁锹、榔头，谱写出青藏

铁路建设史上壮怀激烈的英雄篇章，使

西格段于 1984 年投入运营。

2001 年 6 月 29 日，雪域儿女盼望已

久的青藏铁路格拉段在格尔木和拉萨同

时开工，青藏高原沸腾了！会场内外彩

旗飘扬、锣鼓喧天，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

群众发自内心地高呼“共产党万岁”。

全长 1142 公里的格拉段，比西格段

修 建 难 度 更 高 。 960 公 里 都 处 于 海 拔

4000 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 0 摄氏度以

下，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45 摄氏度，空气含

氧 量 不 足 内 地 的 60％ ，被 称 为“生 命 禁

区”，建设者随时可能发生肺水肿、脑水

肿等危及生命的高原病。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精神的支

撑。谨记党中央的嘱托，开路先锋们战

天斗地，一往无前。

缺氧不缺精神，勘测设计分秒必争。

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中铁第一勘测设计

院勘测设计人员常冒着雨雪冰雹，在坑洼

的草地和泥泞的沼泽中徒步前行。2001
年任务高峰期，铁一院曾组织 1700 多人、

80台钻机进行野外作业，钻孔达 11万米。

风沙强意志更强，桥梁架设保质保

量。2002 年 9 月，在昆仑山架梁的中铁一

局 青 藏 铁 路 铺 架 项 目 部 ，突 遭 暴 雨 侵

袭。风雨裹着冰雹倾盆而下，打在安全

帽上噼啪作响，砸在身上生生作痛。现

场人员凭着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术，

将 140 吨重的桥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确

保施工零事故。

海拔高追求更高，建设者们薪火相

传。在海拔 4900 多米的风火山冻土观测

站，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坚守了

近半个世纪。首任站长周怀珍一扎根就

是 22 年，手指冻成终身残疾。被周怀珍

带上山的孙建民，每天背着 20 多公斤重

的观测仪器行走 20 多公里，30 年没有一

天间断。原党支部书记王占吉积劳成疾，

51 岁的他留下遗言：“活着，没能看到青藏

铁路修通，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死后，

请将我的骨灰埋在风火山上，我要看着列

车从我身边通过。”2001 年，王占吉的儿子

王耀欣主动报名到风火山，以监理工程师

的身份实现父亲的遗愿。

“青藏铁路精神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

实践中孕育而生。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

怕吃苦，海拔高标准更高，风沙强意志更

强，越是艰难越向前，正是青藏铁路建设

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时任青藏铁路建

设总指挥部指挥长的卢春房如是说。

自主创新，攻克多
项世界性难题

2005 年 10 月 6 日，英国《卫报》长篇

报道《横跨世界屋脊的铁路》中，有这样

一串质疑：“西藏根本没法修铁路。那里

有 5000 米高的山脉要攀越，12 公里宽的

河谷要架桥，还有绵延上千公里、根本不

可能支撑铁轨和火车的冰雪和软泥。怎

么可能有人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低温中开

凿隧道，或者在这个稍一用力就需要氧

气瓶的地方架桥铺轨呢？”

声声汽笛是最好的回应。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线通车，

铁路穿越海拔 4000 米以上地段达 960 公

里，最高点为海拔 5072 米；海拔 5068 米

的唐古拉山车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

路车站；海拔 4905 米的风火山隧道，是世

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

这一串串“世界之最”的背后，是青

藏铁路建设者和运营者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勇创一流。

高 寒 ，青 藏 铁 路 建 设 的“ 拦 路 虎 ”。

在青藏铁路全线最高点——海拔 5072 米

的唐古拉越岭工地，中铁十七局青藏铁

路唐古拉工地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部长

邵尧霞，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共产党员。

她曾在洪水中指挥突击队员抢修施工便

桥，差点被洪峰卷走；她也解决了高寒环

境下高原预制梁裂纹技术难题，取得 6 项

技术革新成果，被同事称为“雪域高原的

智多星”。

冻 土 ，土 木 工 程 界 的 世 界 性 难 题 。

为了攻克 550 公里长的冻土层，中铁西北

科学研究院耗时 45 年，测取了 1200 多万

个涵盖高原冻土地区各种气象条件和地

温变化的数据，凝结成 29 项重大科技成

果，奠定了中国冻土观测的世界领先地

位。建设者又通过以桥代路、热棒降温

等方式使冻土层“恒温”，确保了冻土区

段最大沉降量控制在 50 毫米以内，96%
的路基年沉降量在 20 毫米以内。

缺氧，高原铁路建设维护的极限挑

战。为了守护自然条件最差、灾害最多的

125 公里冻土线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限公司格尔木工务段望昆线路养护工人

们，要在平均海拔 4800 米的“无人区”里

每日徒步测量近 10 公里、弯腰起身 500 余

次。高寒缺氧常常让大家体力透支，可养

护车间党支部书记于本蕃一句“咱党员就

该多干点”，又让大家热血沸腾。

生态，贯穿青藏铁路全生命周期的

关键词。青藏铁路建设和运营中，国内

第一次实施铁路全线环保监理制度，第

一次设置专门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并

开创了高寒草甸人造湿地的世界先河。

目前，青藏铁路沿线绿化长度已达 805 公

里，绿化面积 775 万平方米，相当于修建

了 1085 个标准足球绿茵场，是名副其实

的“绿色天路”。

不忘初心，为新征
程作出新贡献

国 庆 长 假 ，拉 萨 八 廓 街 熙 熙 攘 攘 ，

“朵究仓”藏装店里生意红火。见证着 15
年前不足 30 平方米的小店面发展成今

天空间宽敞、装修精良的新店面，店员旦

增卓玛说：“一条铁路连通了各民族的亲

密情谊，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甜！”

青藏铁路通车运营 15 年来，西藏旅

游业呈现“井喷式”发展，全区进藏旅游

人 数 由 2005 年 的 180 万 人 次 ，增 加 到

2020 年的 3505 万人次，进藏旅游收入由

2005 年的 19.4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559
亿元。依托青藏铁路，工业盐、钾肥、纯

碱等地方特色产品得以快捷运输，并搭

乘中欧班列，运往比利时、俄罗斯等国际

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西部铁路建设，不

断加大对中西部铁路建设的投入力度。

发扬青藏铁路精神，建设大军先后建成拉

萨至日喀则铁路、敦煌铁路、格库铁路、拉

萨至林芝铁路，完成青藏铁路新关角隧

道、格拉段扩能改造项目。

2014 年 8 月 16 日，拉萨至日喀则铁

路通车运营，彻底结束了西藏西南部地

区依靠公路单一运输的局面。运营 7 年

多 来 ，这 条 青 藏 铁 路 的 延 长 线 ，累 计 发

送旅客 832.8 万人次，有力地促进了西藏

边贸繁荣。

今年 6 月 25 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

通运营，“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组

同步投入运营，西藏铁路网实现从内燃

时代向电气化时代的跨越，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的底气更足。

铁路建设任重道远，继续发扬青藏

铁 路 精 神 是 时 代 的 呼 唤 、发 展 的 需 要 。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

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川藏铁路

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一项

重大举措，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

结、巩固边疆稳定，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

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展望青藏两省区铁路建设发展，一

张四通八达的高原铁路蓝图徐徐铺开。

到 2025 年，拉林铁路已运营 5 年，西宁至

格尔木铁路提速改造完成，西宁北至孙

家寨段铁路改线工程完工，两省区铁路

营业里程将达到 4059.98 公里。

“站在新起点上，始终秉持‘人民铁

路为人民’的初心，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广大铁路建设者将坚持科学施工、安全

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贡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

组书记、董事长陆东福说。

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助推雪域高原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陆娅楠 袁 泉

国铁集团要落实主体责任，有

关单位和川藏两省区要加强协调

配合，精心组织实施，广大铁路建

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

路精神，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

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新的贡献。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的重

要指示

“扎根雪域高原、挑战极限环境，保障世界一流

高原铁路的安全畅通，这是我的职责。”2006 年 7 月

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

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工务段望昆线路养护车间党支部

书记于本蕃在高原已扎根 15 年。

青藏线格拉段，被称为“离天空最近的生命禁

区”，平均海拔 4800米，最高达 5072米，是世界铁路海

拔最高点。高原冻土地段线路维护是世界性难题，因

温差造成的冻土消融和膨胀会对线路安全造成影响。

每走 50 米俯下身子检查轨道平顺度，每天徒步

巡检时间超过 8 小时……在日常维护中，于本蕃坚持

标准化、精细化，始终坚持零误差，15 年下来共走了

2.7万多公里，相当于从西宁到拉萨走了 7个多来回。

“每天都要弯腰、起身 500 余次，还要搬运各种工

机具，比如经常使用的软轴捣固机就有 150 多公斤

重，想要从 70 度的边坡抬到线路上去，得 3 个人用绳

子在前面拉，6 个人在后面抬。”于本蕃说，在高寒缺

氧的环境下作业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60 多米长的

距离，要歇好几次才能挪上去。虽然工作累了些、标

准高了些，但铁路安全有了保障，我的心里才踏实。”

15 年间，于本蕃坚持收集第一手的冻土线路动

静态资料，采取更加主动超前的整修手段，来防治季

节设备病害。2010 年至今，他累计完成了近万个冻

土数据的观测记录和整理，提出“夏病冬治、夏水冬

防”的思路，并提炼出冻土线路养护“看、测、析、敲、

听、验”的检修工作法，在青藏铁路推广。

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磨砺，于本蕃带领工友

们在“天路之巅”打造出了运营管理世界一流高原

铁路的奇迹，在“永冻层”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青

藏铁路精神，用忠诚和奉献书写新时代铁路人的铮

铮誓言。

格尔木工务段“线路医生”于本蕃

扎根雪域保畅通
本报记者 袁 泉

433 公里的拉林铁路，有一支 3 万人的建设大

军，其中女工不足 300 人。中国铁建十一局桥梁公

司拉林段质检女工班班长崔欣，就是其中一员。

2018 年春节刚过，崔欣、周萍、张玉娟、严双燕 4
位小姐妹就主动报名，组成质检女工班，承担拉林铁

路全线近 45 万根轨枕的质量检测任务。拉林铁路

每根轨枕有 70 多个检测点，最精细的检测点误差要

求控制在 1.5 毫米以内，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胸闷气喘、头痛失眠等高原反应没有吓倒女工

们。为了不让一根不合格的轨枕上“天路”，她们勤

学苦练、潜心钻研，每一个检测点都做到眼看、手摸、

卡尺量。长久的磨砺，让她们练就了“火眼金睛”，成

了轨枕质量的“守护女神”。

在一次轨枕装车时，一根轨枕被撞掉了一角，崔

欣发现后，立即叫停。司机忙解释说：“这批轨枕已

经质检合格，掉一点水泥块不显眼，也不影响质量，

重新装卸也耽搁时间。”没想到，崔欣斩钉截铁地拒

绝：“轨枕底部掉块会导致受力不均匀，有问题的轨

枕绝对不能上线！”司机师傅感慨，“女工班名不虚

传，这几双‘火眼金睛’让人佩服。”

正是有“火眼金睛”把关，女工班为拉林铁路提

供的有效检测数据达数千页，近 3150 万个轨枕检测

点质量 100%合格。拉林铁路建设，给女工们的脸印

上了“高原红”，把她们的手磨成了“铁砂掌”，可小姐

妹们不在乎，“为了把拉林铁路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精品工程，一切都值得！”

拉林铁路质检女工班

高原绽放格桑花
本报记者 陆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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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青藏铁路隧道施工时经常发生塌方青藏铁路隧道施工时经常发生塌方，，建设者奋建设者奋

不顾身开展抢险修复工作不顾身开展抢险修复工作。。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②②：：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上西宁开往拉萨的列车上，，乘务人员与旅客联欢乘务人员与旅客联欢。。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③③：：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职工冒雪对整修后的道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职工冒雪对整修后的道

床进行清理床进行清理。。 马祎俊马祎俊摄摄

图图④④：：青藏铁路沿线风光青藏铁路沿线风光。。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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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