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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窗外有人在对着火车敬礼！”火车上，

有游客兴奋地拿起手机拍照。镜头里，一名身

姿挺拔的男子正在寒风中对着火车敬礼致意。

在 青 藏 铁 路 上 ，这 是 一 道 特 殊 的 风 景

线。敬礼者中有铁路维护工人，有护路员，也

有武警战士。每当火车穿越空旷寂寥的雪域

高原，无论是伫立在冰天雪地中，还是正拿着

各种维修设备前行，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向

火车敬礼。

青藏铁路呼啸千里，从唐古拉山开始进

入西藏。从那曲市安多县雁石坪镇算起，全

长 638 公里的西藏段铁路需要跨越海拔 5072
米的铁路最高点，其中 12.12%的路程都是桥

梁隧道。 2023 年，共有 295.9 万名旅客、729.7
万吨货物往来于此——为了铁路安全，他们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 年 地 坚 守 、巡 护 。 他 们 深

知，这条铁路对于高原的意义。

铁路维护工人：海拔
5000米争分夺秒

唐古拉，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如今，

火车能快速翻越这座高峰。

这里是列车进藏第一站，自然条件十分恶

劣 。 为 保 障 铁 路 运 行 ，有 这 样 一 群 人 坚 守

于此。

清晨，是铁路维护窗口期。格尔木工务段

唐古拉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马祎俊，像往常一

样与工人们一起前往唐古拉山区域。唐古拉

线路车间，铁路最高点海拔达到 5072 米，这是

目前人类修建铁路的最高点。

海拔超过 5000 米，温度低于零下 20 摄氏

度，平日里走起来没有难度的铁路路基，也有

如登山般的攀爬难度。不过几步路，记者已气

喘吁吁。

施工时间有限，马祎俊迅速分工安排，大

家各司其职，开始动手维护铁路钢轨。90 分钟

的维护窗口期，每分每秒都很宝贵，工人们必

须争分夺秒才能确保完成任务。

在此工作 13 年，唐古拉线路车间雁石坪线

路工区工长严发业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

线路维护的经历。“寒风不停地往衣服里灌，冻

得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严发业回忆，他从未

觉得这把小小的尺子如此沉重、冰冷，每一次

操作仪器作业都非常困难。

在高海拔地区，铁路维护最大的挑战来自

冻土。土壤会因温度变化上冻、融化，一冻一

化都会让地表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起伏，影响

铁路平稳运行。

一天晚上 10 时许，马祎俊接到电话——

“唐古拉山有一段铁路发生故障，请迅速出动

维护。”

马祎俊带着工人迅速出动，抵达现场时已

经过了零点，他们第一时间冲到铁轨上施工。

黑夜里，几束微弱的灯光在茫茫荒野上晃动，

他们争分夺秒地排查、维护。

干到一半，马祎俊发现，除了钢轨受损，轨

上的绝缘设备也即将脱落。他和工人商量，先

大致修复，确保短期运行安全，并尽快请求安

排第二个维护时段。

一夜无眠。凌晨 5点多，工人们终于完成了

全部的维护工作。离开铁道时，他们特意等着最

近的一班火车通过，并向火车郑重敬了个礼。

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唐古拉线路车间雁石

坪线路工区副工长王小堂作为青年骨干来到这

里工作。他走遍了管段的几乎每一段钢轨，对

这里的情况熟稔于心。长期跪在铁轨上施工、

行走在高原上巡护，他的面容日渐沧桑。

“我不后悔。每当列车穿越唐古拉山，有

乘客向我们挥手示意，我都有满满的获得感。”

王小堂说。

护路联防队：茫茫荒野
中日夜巡查

作为西藏自治区专职铁路护路联防队欧

玛亭嘎大队副队长，出生于 1995 年的次仁欧珠

从 2013 年开始就在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的地

方，守望着来来往往的火车。

早 上 6 点 半 ，次 仁 欧 珠 和 队 员 们 早 早 起

床。跑操锻炼后，护路员先赶到值班岗亭。岗

亭位于铁路沿线，周围大都是茫茫荒野，每名

护路员负责前后一公里左右的区域。“我们要

守土有责。”次仁欧珠笑着说。

铁路两侧的施工便道，次仁欧珠每天要走

几十次，哪里不平坦、哪里碎石多，他都了然

于心。

对于护路员而言，最需要注意的是动物和

人类误入铁路范围。

一个寒夜，次仁欧珠接到电话：“快来，老

乡家的马匹跑到铁路线上了。”次仁欧珠立刻

穿上厚重的外套，冲进队里的小皮卡，朝着求

助的管段匆匆驶去。

到了现场，已是凌晨 4 时许。只见几个黑

影在铁道上不停晃动，用灯光一照，原来是 3 匹

马越过围栏，走上铁道所在的斜坡。巡查的护路

队员一边大声吆喝，一边晃动灯光，驱赶马匹赶

紧离开铁轨，但并不见效。

抬手看了一眼时间，有一班列车快要通过

了。来不及多想，次仁欧珠立刻将在场的护路

员聚在一起，手拉手围成半圆，一步一步缓慢

靠近马匹。“走得快了，怕过度惊扰马匹，控制

不住局面；走得太慢，担心火车来了，造成危

险。”次仁欧珠说。

“轰隆隆……”不多时，火车呼啸而过，已

将马匹赶到斜坡一角的次仁欧珠等人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待将马匹全都赶出围栏时，已晨光熹微。

次仁欧珠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袭来，原来最里层

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大家赶忙回到最近

的岗亭，烧上热水，短暂休整。

为了有效提升铁路周边的安全性，次仁欧

珠还经常到周边村庄开展宣讲活动。“主要是

劝导大家放牧和活动时远离铁路，不要翻越围

栏。”次仁欧珠说。

此外，野生动物活动也增加了铁路运行的

风险。黑熊、羚羊等野生动物跑到铁路范围

内，都需要队员们加以驱赶，以免伤害动物，给

火车运行带来安全隐患。

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使布

匹老化速度加快，护路队员身上的黄马甲成了

快速消耗品。有一次，结束了一天巡护回到宿

舍，次仁欧珠更换衣服时轻轻一扯，就把衣服扯

开一个大口子，他只好和刚刚陪伴了他 24 小时

的黄马甲告别。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武警战士：铁路桥上
倾心守护

拉萨河特大桥两侧，有一支特殊的队伍——

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某中队，多年来一直守

卫着青藏铁路上的“最后一桥”。

中队本部营房在桥的一头，观测哨位在另

一头。为了跨过河流前往哨位执勤，从营房到

哨位，战士们需要开车跑上半个多小时。

冬日里寒风呼啸，空气含氧量达到一年中

的最低点，122 级台阶，哪怕长期锻炼的人爬起

来都不免气喘吁吁。执勤时，中队战士杜斌斌

要早早起来，沿着陡峭的山体，登上观察哨位

顶点，凝望这座他已经无比熟悉的大桥。

有一次，一名男孩误入大桥附近的铁道，

呼啸的列车很快将穿过大桥。千钧一发之际，

杜斌斌立马向着孩子冲过去，一把将其揽在怀

里，侧身一滚，从铺满碎石的斜坡翻滚而下。

最终，列车安全通过，孩子安然无恙，这位战士

却摔断了脚踝。

抵达观测哨位，杜斌斌和战友们分工合

作，一面注视着桥梁及周边情况，一面盯着监

控大屏观测哨位盲区。“这些年，大家安全意识

不断提高，周围围栏等设施日渐完善，紧急情

况越来越少了。”杜斌斌说。

除了守卫桥梁，附近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

也需要中队战士及时处理。中队长张启回忆，

有一次战士们在执勤时，突然发现监控中的河

水里漂来一个黑点。

“那是什么？”执勤战士立马叫来队友。两

人仔细辨认，发现原来有人落水了。他们一边

向队里上报情况，一边通知在桥下驻守的战士

迅速赶往河边。落水者此时正困在距离河岸

最近的一个桥墩上，河水冰冷湍急，战士们尝

试涉水而过，但走到一半就被及腰的河水冲得

左摇右晃。

不一会儿，战士们拿来了救生衣等物品。

他们手拉着手在河水中前行，当靠近落水者时

将警棍递过去，成功将其救上岸。战士们又和

赶来的消防救援人员、民警一起，将落水者抬

到岸边，然后转运至附近医院。

刚入伍时，杜斌斌到了营房才知道，自己

守护的大桥，就是入伍时坐火车经过的地方。

那时，营房还在拉萨远郊，周围十分荒芜。“一

个快递，送一个星期是常事。”他回忆。

这些年，生活不断发生变化。站在哨位眺

望，楼房林立，夜幕下灯火通明。“我在这里见

证了西藏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离不开这条铁

路。”杜斌斌说。

有一年，张启带着 40 多名新兵进藏。火车

穿过大桥时，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这里真

美啊！”有游客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这时，张启

也为自己能有机会守护高原铁路深感自豪：“西

藏很美，这里有些人的精神，更值得敬佩！”

*** ***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

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

天堂……”不管是马祎俊、次仁欧珠还是杜斌

斌，平时都会不自觉地哼唱起这首歌。

作为这条“天路”的守护者，他们也是西藏

发展的见证者。

2008 年，13 岁的次仁欧珠第一次坐上火车

去拉萨。前行的列车，承载着他对拉萨的无限

想象。他和同车厢的孩子们欢快地玩耍、嬉

戏，这是他未曾经历过的出行体验。

一家五口人坐在火车上，几个小时就从那曲

到了拉萨，这要搁以往，要花很长时间。

次仁欧珠至今都记得，那时铁路两侧就有

向火车敬礼的人们。

16 年后，他也成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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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旅客乘坐火车进藏旅游，本想

用镜头记录下西藏壮丽的山川，却意外定格下

这样一幕：白茫茫的高原上，有人身姿笔挺，在

列车呼啸而过时，郑重地朝列车敬礼。

他们是谁？他们是青藏铁路沿线的维修

工、护路员、武警战士，是千里青藏铁路线上一

道动人的风景线，更是这条奇迹之路、幸福之

路的守护者。敬礼的背后，是抢修排障的争分

夺秒，是排查隐患的日复一日，是巡护线路的

风雨无阻。

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常年高寒缺氧，面

对极限条件，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各

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守护旅客平安和铁路安全，

靠的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

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把“艰苦不怕吃苦”

化作行动，将“缺氧不缺精神”融入内心，用“风

暴强意志更强”筑牢信念，以“海拔高追求更高”

砥砺前行，天路守护者们在雪域高原上用青春

丈量使命，树起的一座座精神丰碑熠熠生辉。

用 青 春 丈 量 使 命
徐雷鹏

编者按：青藏铁路全长 1956 公里，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高原线路里程最长的高

原冻土铁路。自 2006 年 7 月 1 日全线建

成通车以来，一代代铁路维护工人、护路

员、武警官兵十余年如一日不间断地坚守

在雪域高原。

近日，记者跟随天路守护者们一起巡

线、执勤，记录他们战胜各种困难，守护旅

客平安和铁路安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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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羊八井隧道口，武警拉萨支队某

中队战士在哨位上站岗。

肖 洋摄（人民视觉）

图②：次仁欧珠在向列车敬礼。

图③：马祎俊（左二）在使用轨道检测车检

查铁轨情况。

图④：列车在青藏高原行驶。

图②至图④均为本报记者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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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着力扩大对外开放规模、提升对外开

放水平。目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宜昌三峡机场、恩施

许家坪机场、鄂州花湖机场、襄阳刘集机场、武汉港、黄

石港 7个开放口岸呈现客运货运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但湖北全省仅有武汉、汉口、黄石和三峡机场 4 个

边检站，一线警力有限。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出入境

边防检查任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们从

优化警力配置、提高综合素质、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着

手，进一步盘活警力资源，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书

记、总站长邬舜文说。

湖北边检总站坚持警力跟着任务走，推出异地用警、

跨站援勤等动态用警机制，建设一警多能、岗位综合的复

合型执勤单元；用好“边检+公安”联合办案平台，与省公

安厅合作开展常态化业务互训，提升队伍执法办案能力；

建设边检“数字国门”大数据应用平台，推进标准化信息

中心及新一代边检信息系统迭代升级；推广应用口岸“智

能管控通关”系统，推动口岸管理智能化转型。

据统计，截至 3 月 19 日，湖北边检总站今年共查验

出入境人员 28.5 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 2100 余架

次，同比分别增长 438.6%、266.6%。

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增强管理能力 助力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强郁文

本报成都 3月 20日电 （记者王永战）“各位老乡，

坝坝会要开始咯！”3 月的一个午后，在四川省遂宁市安

居区聚贤镇宝珠寺村，村“清廉驿站”站长廖秋凤主持召

开民情恳谈坝坝会，向群众反馈信访举报处理结果。

今年初，安居区纪委监委收到有关宝珠寺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某在粮食补贴领域相关问题线索

的多次匿名信访举报。接到区纪委监委转办件后，宝珠

寺村“清廉驿站”干部深入走访 50 余名群众，经查，群众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22 年以来，安居区将“清廉驿站”建设作为规

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抓手，由镇纪委副书记担任

站 长 ，村 级 监 督 委 员 会 干 部 、党 风 政 风 监 督 员 为 成

员，紧盯村级重点人和事、重要项目，督办民生诉求

问题，回应村民期盼，以“清单式”“派单式”联动业务

部门积极履职。

截至目前，当地 18 个“清廉驿站”共开展民情恳

谈、信访问题阳光反馈活动 120 余场次，推动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735 个。

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加强“清廉驿站”建设

督办民生诉求 规范小微权力

本报福州 3 月 20 日电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

改革委 19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共同举办福建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坚持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方

针政策，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推动两岸融合发

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3月 6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发表

的涉台重要讲话，为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

融合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方向。

下一步将支持福建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制定促

进闽台融合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见，推动闽台

产业合作走实走深。福建省要着力打造两岸社会融

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三大示范样板”，积极构建全

域融合新格局。

去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

见》发布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出台一系列配

套文件和具体举措，福建省制定有关实施意见，有效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
福建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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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3月 20日电 （记者田先进）近日，安徽

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方案，组织全省专业

对口、综合服务能力强的优秀律师事务所与 2024 年省

重点项目结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事务所“点对点”对接重点项目，全程参与评

估论证、项目谈判、合同审查、项目建设及验收等各个

环节，帮助预防、识别、评估、报告和应对法律风险，将

重点项目建设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运行，切实保障

重点项目建设依法有序顺利推进，帮助增强项目建设

单位经营管理人员法治意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各

项规章制度等。

与此同时，将此项工作与“法律服务进万企”“服务

实体经济 律企携手同行”等专项活动深度融合，积极

协调联系其他法律服务业务，对接关联度高的公证、仲

裁、调解、鉴定等增值法律服务事项，探索和构建重点

项目建设的法律服务和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经验和模式。

安徽组织律所“点对点”对接重点项目

提升法律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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