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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70多年前，在和平解放西藏的
进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和
青海等省份各族人民群众以及工
程技术人员组成了近11万人的筑
路大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
勇拼搏，于 1954 年建成了总长
4360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结束
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在

“人类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
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铸
就了一不怕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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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公路的建
成通车，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
得的重大成就，对推动西藏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巩固西南边疆、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

形成于“两路”修建的
艰苦历程

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起于雅
安，止于拉萨，1955年改用现名并以
成都为起点。青藏公路始于西宁，迄
于拉萨。“两路”于1950年破土动工，
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这两
条公路是最早的进藏公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时，位于祖国西南的西藏尚未获
得解放。美国、英国、印度等与
中国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相勾
结，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
去。为尽快解放西藏，1950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揭
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毛泽东指
示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修
路”。刘伯承指出：“要保证和平解
放西藏，关键问题是交通运输，从
某种意义来说，修路、运输比打仗
还重要。”因此，“两路”并不是简
单的两条路，而是具有战略价值的
解放之路、军民合作之路、民族团
结之路。周恩来曾说：“青藏公路
要修，它如人的手背，平坦易为，
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
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
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手的五
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
车。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青藏、
康藏两条公路并修。”

公路修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是
踏勘、修建、养护、后勤、文教、卫生、
气象等各领域人员共同参与、分工
合作的事业。参与“两路”修建的，
既有解放军将士、工程师、医护人员
等，也有数万名各族群众，大家形成
了团结有力的战斗整体。

伟大实践铸就伟大精神。“两
路”精神形成于修建的艰苦历程
中，并在道路改建、养护过程中得
到传承和弘扬。“两路”精神既彰
显于敢以血肉之躯铺成康藏路、不
惜洒热血铸就青藏路的奋斗过程，
也体现在代代“天路”人甘当铺路
石、军民团结如一人、各族紧抱似
石榴的感人事迹中。

彰显绝境修路的奋进
品格

“两路”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的共性，也彰显了特定
时空中绽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
个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面对严
酷的自然环境，筑路军民敢于战天
斗地。

踏勘时，“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雪域踏勘需面对诸多困
难，首先就是行路难。雪地行走
要克服雪盲症，有时需滑溜着走，
有时要滚着走。遇草原沼泽地，走
险峻攀岩路，随时有沉陷坠亡的危
险。再就是资料缺。当时踏勘工
具特别是地图资料奇缺，增加了踏
勘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不得不提
的是食宿难。川藏公路踏勘员叶
祖镕说：“没有蔬菜，就四处去找野
菜，我们睡过帐篷、民房、寺庙、岩
穴、牛棚、马厩，甚至在草地上露
宿。”

筑路时，“让高山低头，叫河水
让路”。川藏公路经过的十几座大
山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为
征服悬崖绝壁，战士们打出了“悬
空作业”与“昼夜施工”的组合拳。
成千上万根麻绳吊着战土，似累累
葡萄挂满山岗。在可敬的劳动者
面前，险崖坚石都屈服了。在高山
上挖冻土异常艰难：用铁镐挖，只划
个印；用炸药炸，炸个小洞；今天挖
开，明天冻上；上层挖开，下层冻
上。雀儿山的战士们想出了火攻
法。为获取烧火柴，他们每天在冰
天雪地中往返数十里，把砍下的枝

丫背到工地上一边烘烤，一边挖掘，
一旦冻土融化松动，立即穿孔、装
药、放炮。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坚
硬厚实的冰层终于被掀开。此外，
筑路军民在湍急的雅砻江上架过
桥，在金沙江上架过引渡钢索，在澜
沧江浪涛里运过木料。冰块刮破过
他们，雪水冻伤过他们，急浪打翻过
他们，但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说：

“海拔5000米，气温-30℃，开水沸
点70℃，我们的士气100℃！”为修
通“两路”，3000多名烈士献身雪域
高原。

从目的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都是为了帮助当地人民。让当
地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筑路的初
心和使命。烈士张福林直到临终前
都未交代一句私人遗言，他关心的
是公路建设的进度。

从客观实际来看，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是为了克服高原筑路超乎
想象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诸多困难。

从主观状态看，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彰显了筑路军民劳动热情的
高涨。青藏公路工程师邓郁清说，
曾有人问工程队长，“工人每天劳动
多少小时”，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
题。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饭
后上工，午饭后继续干，傍晚才收
工。可是，不少人半夜就起床上
工。青藏公路能迅速修成，劳动热
情是重要因素。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雪域高
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频发、生态脆
弱，这为养护“两路”带来了巨大挑
战。如果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踏勘修筑
中，那么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精神
则鲜明地体现在养护保障中。

修路不易，护路也难。一方面，
旷日持久的日常养护是简单重复性
劳动，需要默默奉献、甘于清贫，耐
得住寂寞、忍得住病痛。为保障公
路畅通，无数养路工青丝变白发。
1983 年，25岁的藏族青年陈德华
（藏族名字为扎西降措）来到雀儿山
五道班当养路工，一干就是30年。
他说：“我就是死了，也要化成个路
标，戳在这山上！”养护青藏公路的
109道班工人们，因长期严重缺氧，
30多岁就须发脱落，每人都患有不
同程度的高原病，包括心脏肥大、血
色素高和关节炎等。为保障“两路”
安全畅通，无数道班工人“献了青春
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另一方面，针对水毁、塌方、地
震等灾害，需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的精神，进行抢修抢通。“两路”
沿线可以说是地质灾害博物馆，养
路面对的困难前所未有，“每天不停
地从公路旁的高山上流下大量的沙
子、石块和树木，有时甚至有成千上
万立方的沙石坍塌下来”。养路工
人为保障道路畅通安全而全身心投
入，在路边筑起了一道道防沙墙，付
出了艰辛劳动。

顽强拼搏与甘当路石是密不可
分的。顽强拼搏本身不是目的，早
日修通修好、养好护好“两路”，进而
更好地服务祖国和人民才是目的和
归属。

军民一家、民族团结。从修路
开始，筑路部队严格执行“进军西
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宁愿饿晕也
不随便吃百姓的粮食。为加强和当
地藏族工人的交流，战士们努力学
习藏文。在修筑川藏公路拉萨到太
昭段时，有近万名藏族工人随部队

参加筑路。他们不会用工具，筑路
官兵就积极帮他们学习施工技术；
不懂要领，战士们就耐心示范。军
爱民来民拥军，他们发自肺腑地感
谢解放军，唱道：“天上星星多，都没
有北斗明。见过的人很多，都没有
解放军好！”

“两路”修筑中，军民一家与民族
团结紧紧相连。这种团结体现为全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两路”顺利通
车，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除保障
生活物资供应外，全国人民还积极支
援机器、工具和材料，成千上万优秀
工人和技术干部来到边疆。军民一
家、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
命中形成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更
是“两路”精神的重要内涵。

激励一代代人奋发向
上砥砺前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筑路人的豪情壮志、养路人的牺
牲奉献，铸就“两路”精神，在高原上
树立起永不褪色的丰碑，激励鼓舞着
一代代人奋发向上、砥砺前行。

建设交通强国的强大精神力
量。没有“两路”精神，就没有“两
路”的畅通和正常运营。党的二十
大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作出了部
署。当前，川藏铁路雅林段施工正
面临四大世界级难题：显著地形高
差、强烈板块活动、频发地质灾害和
敏感生态环境，攻克任一难题都极
富挑战性。高质量推进川藏铁路建
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需要大力发
扬“两路”精神。

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
量。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
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
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
信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
松就可以实现的。我们面临的机遇
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每个人
都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弘扬“两
路”精神，敢于斗争、不怕艰难，善于
攻坚克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团结奋斗。

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
量。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
命线。“两路”精神是深化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
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
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
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宝贵精神资源。
传承弘扬“两路”精神，有助于推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人
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系西南交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何云庵系该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21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川藏、青藏
‘两路’精神口述史挖掘、整理与
研究”[21BDJ088]成果）

““两路两路””精神精神 凿艰越险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凿艰越险一往无前的奋进力量
郭海龙 何云庵

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
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
神，“两路”精神位列其中。

为进一步弘扬“两路”精神，四川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建设川藏公路博物馆，打造弘扬“两
路”精神的红色基因库、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
家园”、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阵地和交通文化宣
传的科普基地。

构建“1+6+N”红色教育资源集群

学校作为一所公办全日制交通运输类高等职
业院校，在面向社会弘扬“两路”精神、传播交
通文化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四川是川
藏公路的起点、“两路”精神的发源地之一，学
校结合交通特色、四川特色，联合政府、行业、
企业等多方力量，在校内建成川藏公路博物馆，
面向在校师生、行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积极宣传

“两路”精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
育，普及红色交通文化与精神。

川藏公路博物馆收藏了川藏公路建设的相关
实物、档案等300余件，详细介绍了川藏公路建
设历程、川藏通道的提升发展状况以及在交通强
国目标下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总规划。
通过照片、图表、故事、视频、场景再现、亲历
者口述、讲解员介绍等方式，展示了在川藏公路
修建和养护过程中孕育出的“两路”精神，展示
了四川交通人在抗震救灾、抢险保畅、脱贫攻坚
等历次大战大考中对“两路”精神的传承与弘
扬。

依托地域优势和行业优势，博物馆与川藏公
路沿线红色遗址联动，按照川藏公路博物馆

“1”个主馆，317、318国道沿线和雀儿山等
“6”个分馆与“N”个红色遗址遗迹的思路，不
断整合聚集川藏公路沿线红色教育资源，深度挖
掘川藏公路建设、提升改造和养护过程中涌现出
的一批批可歌可泣的英模群体和先进个人事迹，
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
学校支持阿坝州、甘孜州分馆建设，开展交通文
化交流、教育培训合作等，积极推动“两路”精
神的传承、弘扬与践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将“两路”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工作

一是融入教学，课堂育人。学校在形势与政
策课中设置“两路”精神实践教学专题；选编交
通运输行业先进事迹200多个并形成案例集，融
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开设大国交通等思政
选择性必修课，常态化用“两路”精神育人。

二是融入行动，实践育人。学校通过第二课
堂将“两路”精神融入校内学生活动，开展“两
路”精神座谈会、“喜迎二十大，红色故事我来
讲”等主题活动；实施“五个一”育人工程，组
织学生进一次川藏公路博物馆、写一篇心得、讲
一个交通楷模故事、开一场“两路”精神班会、
参加一次志愿活动，让学生担负起“两路”精神
学习者、传播者和践行者角色。

三是融入平台，网络育人。学校建设川藏公
路博物馆官网、官微和虚拟现实全景资源，通过
新媒体渠道大力宣扬“两路”精神，开展直播云
参观，不断探索网络宣传教育新路径。

拓展党建培训和红色研学

川藏公路博物馆联合校内马克思主义学院和
党建虚拟现实体验中心，面向蜀道集团、中建八
局等企业和重庆交通大学、成都七中等大中小学
校积极开展“两路”精神培训和红色研学。很多
走进川藏公路博物馆的青少年，通过研学和“两
路”精神相关课程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川藏、
青藏公路修筑的艰辛，深刻体悟到“两路”精神
的丰富内涵，为当年筑路大军克服险恶自然环境
努力筑路的感人故事而动容，对新时代交通人弘
扬“两路”精神创造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感到震
撼，更将“两路”精神奉为顽强拼搏、甘于奉献
的高尚品格，不断从中汲取奋发向上的磅礴力
量。

川藏公路博物馆开馆一年就接待了全国各地
团体参观500多场、3万多人次，线上参观达
100多万人次，开展“两路”精神讲座 30多
场、科普活动20多场。未来，学校将继续发挥
川藏公路博物馆的育人功能，致力于将“两路精
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系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川藏公路博物馆馆长）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弘扬“两路”精神
赓续红色基因

王蓉霞

艰辛成就伟业，坚持铸就辉
煌。绵延4000多公里的川藏、青
藏公路交通线，奏响了西南边疆繁
荣发展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无数
志士的悲壮凯歌。长安大学公路学
院原院长胡长顺，多年从事路基路
面结构设计、路面管理等相关方面
的研究和实践，为解决青藏高原多
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难题，多次进
藏考察调研。

2003年 8月，他第11次进藏
调研时，不幸遇难，将自己的生命
永远留在了那片雪域之中。胡长顺
用坚持与坚守，展现了当代人民教
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风采，践
行了“两路”精神。

勇攀高峰 数十载研究青
藏公路冻土

“一生笃学砺干将，矢志创新
育栋梁。”胡长顺坚定地践行着潜

心治学、开拓创新的教师使命。
多年冻土地区道路修筑一直

被视为世界性难题。攻克青藏高
原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技术难
题，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胡长顺长期精
耕于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
成就。

十几年来，胡长顺惜时如金，
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周末大都在
办公室和实验室度过。即使每次从
青藏高原返回西安，都会出现“醉
氧”头晕等症状，他也是一天都不
肯耽搁，立即投入数据整理与试验
研究。有时实在太困，多睡了一会
儿，他竟会对妻子说：“睡了这么
久，真是太奢侈了。”

2009年，他参与的“多年冻土
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本人
先后被评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

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交通部
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等。

立德修身 引导学院形成
埋头苦干风尚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胡长顺
有着热爱教育的定力，也有着淡泊
名利的坚守。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每年都按工
作量排名评定奖金，作为院长，他
却主动把自己从排名第5位调到了
第60多位，在学院带动形成不问报
酬、埋头苦干的风尚。

在工作中，胡长顺还推动设立
“海川”、“亚星”等奖学金，资助
好学上进的学生。

在胡长顺去世后，长安大学公
路学院专门设立“胡长顺奖学
金”，以期学子们以胡长顺为榜
样，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为祖国
公路交通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桃李芬芳 传承弘扬“两
路”精神

胡长顺在公路交通领域造诣深
厚，也收获了桃李芬芳，先后指导过
36名博士生、42名硕士生，影响带
动了一批又一批师生传承“两路”精
神，将青春和智慧奉献给公路交通
事业。胡长顺生前的研究团队成
员裴建中传承其遗志，继续加强高
原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技术研究；胡
长顺指导过的多名学生参与了川
藏、青藏公路改扩建工程，成为新
时代两条公路建设的中坚力量。

榜样是看得见的精神，诠释着
师者的高尚品格。如胡长顺一般的
优秀教师们，立德树人、甘当路石，
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潜移默
化地融入青少年的血脉与灵魂，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热血暖冻土 生命当路石
汪东明 胡子祥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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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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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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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1954年筑路大军修筑康藏公路（1955年改名为川藏公路）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图为雀儿山下张福林烈士
陵园前竖立着的“十八军将士
精神永存”雕塑 （2019 年 11
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