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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丰碑 精神的回响
—写在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黄志武 彭琦 王香香 德吉央宗

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

1954 年 12 月 25 日，全长 4360 公里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创造了世界

公路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的物资和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

雪域高原，西藏诞生了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机构，组建了汽车运输队和修理厂，有了

第一座工厂、第一座电站、第一所学校、第一家现代医院……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两路”开

启了西藏通向现代文明的大门，被西藏各族人民誉为“彩虹”和“金桥”。

在不断改善的民生里，在高质量发展的脉动里，在愈加密切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两路”精神历久弥新。

从自驾到摩旅，从自行车到徒步，今天，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藏，人们总会在一些地方驻

足，或放上一个苹果，或献上一朵路边的格桑花。峡谷中、高山下，致敬的鸣笛声如呜

咽，如呼唤，久久回荡。“两路”精神的光芒，就这样穿透历史，照耀到每个人的

心上。

综合新华社12月 23日报道《“两路”精神的

时代回响》

今日拉萨河畔，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矗

立 在 高 原 艳 阳 下 ，面 前 是 川 流 不 息 的 人 来

车往。

70 年前，两条“天路”翻越崇山峻岭，形成

巨大的“V”字，汇聚在拉萨，创造了人类筑路

史上壮怀激越的传奇。

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季拉山

等 14 座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大山，跨越大渡

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十多条湍急的河

流，2412公里的川藏公路北线在海拔 300米到

5100多米之间跌陡转换。

横贯连绵的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穿越

茫茫戈壁、羌塘草原，1900 多公里的青藏公路

全线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

“两路”修筑里程之长、海拔之高、工程之

艰巨，为世界公路史所罕见。

川藏公路，3000 多位英烈用血肉筑成路

基 ，平 均 每 一 公 里 就 有 超 过 一 位 筑 路 者 牺

牲。还有无数人因伤致残、积劳成疾……

“川藏第一险”雀儿山。1951 年的冬天，

战士张福林在工地上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

时 ，一 块 巨 石 忽 然 落 下 砸 中 了 他 的 右 腿 和

腰。深知自己伤势严重，他告诉卫生员不要

为 他 浪 费 药 物 ，叮 嘱 战 友 为 他 再 交 一 次 党

费。这位揣着 5 包菜籽出征的年轻人，还没来

得及在高原撒下希望的种子，便将 25 岁的青

春留在了雀儿山下。

今天，从张福林牺牲的地方延伸出的公

路已通向甘孜州最北端石渠县的扎溪卡草原

深处。70 多年前，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为支援

公路建设贡献了 6000头牦牛。

如今，牦牛养殖仍是当地群众赖以为生

的产业，这个常住人口仅 10 万人的县 2023 年

牧业产值超 6.1亿元。

脱贫路与“两路”一样，凝聚着无数干部

群众的奋斗。它也与“两路”一样，写满忠诚

和牺牲。

今天的扎溪卡草原上，人们念念不忘一

个人。2020年 7月，彝族汉子八足乌合跟随甘

孜州色达县工作组奔赴石渠县开展脱贫攻坚

交叉普查验收和监督工作。连续多日，他深

入深山牧场，日夜鏖战，当年 8 月 2 日，因过度

劳累、高寒缺氧引起颅内出血，生命定格在

35岁。

有奋斗的地方就有牺牲，“两路”通车 70

年来，各行各业奋斗者前赴后继，许多人将生

命留在雪域高原。他们与那些为筑路而牺牲

的先烈一样，化为“天路”上盛开的格桑花。

70 多年前，修筑“两路”的军民靠着简陋

的工具，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

气概踏上征程。

今天，新一代的筑路人也在体会如此的

艰辛。

隆冬时节，被誉为“康巴第一关”的甘孜

州康定市折多山脚下，设计全长 8500 米的折

多山隧道正在施工。隧道位于高烈度地震区

域，目前正面临又软又脆且富水的“碳质千枚

岩”的考验，不能爆破，也不能使用盾构机，只

能用挖掘机一点点掘进。自 2018 年开工建设

以 来 ，施 工 方 已 处 理 了 几 十 次 大 变 形 和 渗

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不良地质博物馆！”蜀

道集团项目经理侯小红感叹。

“海拔 5000 米，气温零下 30 摄氏度，开水

沸 点 70 摄 氏 度 ，我 们 的 士 气 100 摄 氏

度！”——张福林的战友杜琳如此回忆平均每

公里路牺牲 7位战士的雀儿山。

今天，筑路军民的拼搏精神也鼓舞着后

来人。

一代代人的奋斗和坚守，让“天路”成为

永不褪色的传奇。“两路”精神，正是在各族儿

女为共同梦想奋斗的过程中诞生，并且不断

弘扬传承。

历久弥新的“两路”精神

在川藏、青藏公路沿线，一直发生和流传着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而“两路”沿线之所以故事

不断，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实践，是时代发展给出

的答案。

地处川藏公路沿线、滇藏 214 国道线上的纳西民

族乡，植被郁郁葱葱，房屋错落有致，古盐田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树上挂满各种香气沁人的水果。

纳西民族乡不仅环境优美，物产丰富，还是多民

族聚居区。在这里，纳西族、藏族、汉族和白族等 10

个民族聚居在一起，仅联姻家庭就有 276户。

昌都市芒康县盐井中学教师张伟的家庭就是一

个实例。2006 年认识妻子白玛旺姆后，他们组建了

家庭，在生活中彼此尊重、相互扶持。

张伟告诉记者，民族团结说小一点可以是个人

家庭的事，说大一些就是对学生的教育，对社会的引

导。“我家是藏汉结合家庭，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不同

的文化，这让我更加注重在教育教学中让学生认识

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理解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的关系。”

民族团结是国家繁荣和稳定的基石，只有各民

族之间团结互助，形成强大凝聚力、向心力，才能创

造出富裕和谐的美好生活。

越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乡亲们的精气

神越振奋人心，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暖心事便更

加感人至深。

海拔 6839 米的唐古拉山，号称“雄鹰飞不过去的

高山”，距离唐古拉山口不远处的 109 养护保通点却

像一座地标，成为过往司乘人员的“补给基地”。

走进 109 养护保通点，院子中央屹立着“天下第

一道班”的纪念碑，见证着青藏公路上军民一家、民

族团结的生动故事。

109 养护保通点大门两侧分别是服务区和救助

站，在救助站里可以看到床铺、氧气瓶、抗高反药品

等。这里还提供免费的开水、酥油茶等。

今年 7 月，来自郑州的一名摩托车骑手在道班附

近发生意外，正在巡检的养路工人费了很大劲才把

他救上来。骑手吸氧和休息后，平安驶离“天下第一

道班”，并送来感谢信。

在“天下第一道班”，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至今

还在延续，一代代养路工人不分你我，甘当路石，守

护着来往于这条路上的人们。

如今，大道通衢，金桥飞架，以川藏、青藏公路为

起点，四通八达的道路编织成一张交通网，让雪域高

原和祖国大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了一

曲曲“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乐章。

充满温情的同心乐章

70 年前，川藏、青藏公路成功通车，西藏在党

和国家的支持下终于拥有了现代公路。70 年过

去，“两路”至今都是西藏的经济命脉。

通过“两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故事在不断汇聚……

入冬以来，在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

地带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桥镇

咱里村，糖心苹果迎来采摘季。

因水电站建设而形成的移民村咱里村，是泸

定县人口最多的村。

大渡河大桥畔的咱里村，土壤肥沃，光热资

源丰富，海拔在 2200 米—2500 米，全年平均温度

在 10℃—20℃，白天温度高、日照足，全年无霜期

较长、昼夜温差较大，十分适合种植糖心苹果。

找到方向就干！经过种植户几年的摸索，

2018年开始，苹果大面积上市。

也是 2018 年底，“川藏第一桥”泸定大渡河兴

康特大桥（以下简称“兴康特大桥”）建成通车。

二郎山再高，大渡河再阔，桥下咱里村高品质糖

心苹果的销售却一路畅通无阻。

兴康特大桥稳稳地横跨大渡河两岸，改善了

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交通出行条件，有力地推动了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现在，糖心苹果早已成为咱里村的支柱产

业。“虽然现在糖心苹果还在采摘中，具体数量还

不清楚，但今年肯定是大丰收，比去年产量还高，

收购价大概是每斤 6 元多。”咱里村党总支书记杜

永昌说。

糖心苹果果香四溢、甘甜多汁，像高高挂起

的红灯笼照亮了咱里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银光闪烁不停，湖波荡漾千里的纳木错，是

拉北旅游大环线中极具特色的一大亮点。

湖边特色游玩项目“牵牛拉马”，吸引游客拉

着牦牛、马匹拍照留影，为当地牧民拓宽了增收

渠道。2020 年起，出入景区用上了 60 多台纯电

动新能源大巴。2023 年 12 月，纳木错景区成功

晋级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自然资源与旅游发展

的深度融合，有力提升了纳木错的知名度和吸引

力 ，转 化 为 当 地 牧 民 看 得 见 、摸 得 着 的“ 吸 金 ”

能力。

当雄县是拉萨市唯一的纯牧业县，也是西藏

牧业大县，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给这里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

2008 年，当雄县郭庆村成立牦牛育肥专业合

作社，牧民以牦牛入股，科学管理，统一饲养，分

季出栏，在增加村集体收入、保护草场的同时，还

增加了牧户的收入，打响了当雄牦牛品牌。

16 年过去，牦牛肉早已销售到拉萨市，甚至

更远，牦牛从“吃饱”变成了“吃好”，实现了草畜

平衡、牧民增收。

“两路”上的故事说不完。这一路走来，在这

片高天厚土上发生的变化也许不易察觉，但在通

往 幸 福 的 道 路 上 ，高 原 儿 女 前 进 的 步 伐 愈 加

坚定。

繁荣发展的幸福之路

路，是山河的连接线、经济的大动脉。在祖国的西南与西北，川藏公

路与青藏公路如同两条生命线，穿越崇山峻岭、丛林荒滩。

被誉为“天然绿肺”的阿热湿地。这里不仅是众多珍稀鸟兽的家园，

更是黑颈鹤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每年春季，在拉萨河谷结束越冬生活

的黑颈鹤会选择在此停留、觅食，为接下来的长途迁徙积蓄力量。

当雄县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尼玛顿珠告诉记者，20 世纪 80 年代，

阿热湿地每年只有 30 多只黑颈鹤飞来，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黑颈鹤的数量逐年增多，现在每年大约有 2000只黑颈鹤在此停留。

沿着“两路”采访，是见证生命力量的行程。令记者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可可西里保护区。

这里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沿青藏线路途分布着五座重要的保护站——不冻泉、索南达杰、沱

沱河、五道梁与库南，时刻守护着这里的生灵。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

远、气候条件恶劣，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工作一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驱车前往保护站的路上，时不时就能看见在这片土地上奔跑的生

灵。它们在草原上自由奔跑，而这种肆意与自由曾经却是一种奢侈。

如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已经从之前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余

只，这则数据体现的不仅是“高原精灵”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更是无数可

可西里动物保护站工作

人员的努力与付出。

当我们在青藏公路上见证着生态守护的奇迹时，另

一条生命之路——川藏公路沿线也在悄然上演着生命灵

动的故事。

在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的稻城亚丁，当地向导告诉

我们，为了保护这片净土，稻城亚丁景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游

客数量、加强环境监测、进行生态修复等。同时，他们还与当地村民合作，

发展生态旅游，让村民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实现了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双赢。

不论是苍茫的青藏公路还是温润的川藏公路，“两路”不只是交通要

道，更是生态保护的绘本，记录沿线旖旎风光、山林景致，谱写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从林芝市的雪山林海到鲁朗小镇的绿色家园，再到色季拉山的云雾缭

绕……川藏公路沿线的每一站旅程都绘就生命灵动的多彩图景。从纳木错

的碧波荡漾到阿热湿地的黑颈鹤翩翩起舞，再到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奔跑跳

跃……青藏公路沿线演奏着生命守护的华丽乐章。而当这双线交织，则共

同谱写出了生态守护与自然和谐的动人诗篇。

生态守护的双线诗篇

统筹：马国英 张晓明

策划：次仁罗布 张一鸣 李菲 周科

视觉设计：陈娟娟 谢宇星 余孟唯 周科 孙庆庆

从羊肠小道到宽阔大道，从坎坷砂石路到平坦沥青路，从人背马

驮和骆驼运输到各种车辆往来飞驰，川藏、青藏公路艰难而又辉煌的

修筑、养护历程，不仅是“两路”交通运输发展的缩影，更是一幅辐射带

动沿线地区发展变迁的生动画卷。

七十载风雨历程，七十载峥嵘岁月，“两路”延伸向前，精神永续流

传，见证我们感悟创业历程，唱响时代颂歌；凝聚精神动力，矢志团结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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