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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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

青藏铁路，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
萨，全长 1956 公里，最高点海拔
5072 米，是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
最高的高原铁路。修建青藏铁路，面
临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
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几代建设者以惊人毅力
和勇气在世界屋脊上筑造了一条连接
西藏与内地的神奇“天路”，孕育了
青藏铁路精神。

历时半个世纪铸就精神
丰碑

1954 年川藏、青藏公路相继建
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
历史。但由于公路运输能力有限，满
足不了西藏未来发展、民族团结和巩
固国防的战略需求，党中央便将修筑
青藏铁路提上了议事日程。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
段 （以下简称西格段），历经坎坷，
耗时 26 年完工。1958 年 9 月，青藏
铁路开工建设，但由于当时经济困
难、技术条件受限、自然环境恶劣以
及西藏局势不稳，铁路工程于1961年
3 月被迫停工。1973 年，毛泽东会见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
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他坚定地说，青
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要修到中
尼边境去。1974年，青藏铁路工程再
次“上马”，6.2 万名铁道兵挥师高原。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西格
段铺通，并于 1984 年投入运营。其
间，在打通平均海拔 3600 多米、全
长 4.01 公里的老关角隧道时，有 50
余名铁道兵长眠于此。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
段 （以下简称格拉段） 于 2001 年 6
月开工，2006 年 7 月全线通车。格
拉段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建设者面临
着更严峻的极限挑战。全长 1142 公
里的铁路线，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有
960 公里，平均海拔 4438 米，比一
期工程高出 1000 多米。还有 130 多
公里的无人区和 550 公里的冻土层，
最低气温可至零下 45 摄氏度，空气
含氧量不足内地的 60%。面对极端
险恶的自然环境，建设者不畏惧、不
退缩，迎难而上。此外，几十年来持
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使建设
者底气更足、骨气更硬、志气更坚，
他们冒严寒、顶风雪、战缺氧，创造
了人类铁路修筑史上的中国奇迹。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
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
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青
藏铁路的建成，彻底结束了西藏不通

铁路的历史，直接改变了进出西藏的
交通方式，沿途人民迎来了经济发
展、民生幸福的崭新时代。

青藏铁路精神内蕴宝贵
财富

青藏铁路精神，蕴含着爱国爱民
的家国情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
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团结奉献的崇
高品格，筑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新高
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国家至上、人民至上的使命担
当，是青藏铁路精神的底色。原中铁
西北科学院研究所副所长王占吉，是
1947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从 1964
年来到人迹罕至的风火山开展前期冻
土研究，到 1980 年因积劳成疾逝
世，为青藏铁路奋斗了 16 年。弥留
之际，他叮嘱家人和战友：“把骨灰
埋在风火山上，我生前没有看到青藏
铁路，死了要看着火车越过风火山！”
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建设后，王占吉
的儿子毅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去完
成父亲未了的心愿⋯⋯无数建设者为
国尽责、为民奉献。为保障他们的生
命健康安全，党和政府在沿线建立了
144 个三级医疗机构、17 座制氧站、
25 台高压氧舱，职工每人每天强制
性吸氧不低于 2 小时。在建设格拉段
时，创造了 14 万筑路大军急性高原
病“零死亡”的奇迹。为国为民担当

使命、爱国爱民展现情怀，构成了青
藏铁路精神的基石和底色。

挑战极限、顽强拼搏的英雄气
概，是青藏铁路精神的鲜明特征。一
期铁道兵用白糖抵挡高原反应，靠黄
豆和干菜补充营养。海拔 5000 多米
的唐古拉山是典型的“生命禁区”，
走路、吃饭都要大喘气，干起活来更
是气喘如牛。但建设者表现出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革命精神。风火山观测
站首任站长周怀珍扎根高原 22 年，
手指冻成终身残疾；吴天一院士常年
跋涉“天路”研究高原医学，被称为

“天路大军保护神”⋯⋯青藏铁路见
证了建设者自强不息、战天斗地的大
无畏精神，展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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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气概。

自主创新、勇创一流的科学精
神，是青藏铁路精神的重要特质。修
建青藏铁路所面临的施工困难和挑战
在世界铁路史上前所未有，其难度之
大和安全性要求之高史无前例。科研
人员发扬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精
神，大胆探索、敢于突破。针对冻土
难题，三代科研人员在海拔 4900 多
米的风火山观测站接力奋战 40 多
年，积累科研数据 1200 多万个。为
保护生态，青藏铁路格拉段见证了多
个“首次”——引入环境监理制度、
修建野生动物大规模迁徙通道、试验
并实施高原植被恢复与再造科学、与

沿线省区签订环保责任书⋯⋯在筑路过
程中，世界公认的高原铁路建设难题被
逐个攻破，同时也刷新了“最高、最
长、最快”等多项世界高原铁路之最。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建设者用青春、汗
水、热血和生命在世界之巅铸就了一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天路”，谱
写了中国铁路史的辉煌与荣光。

团结奋斗、忘我奉献的崇高品格，
是青藏铁路精神的突出主题。为建设青
藏铁路，从中央到地方上百个单位、十
几万建设大军，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形成了齐心协力干大事的生动局面。

“上了青藏线，就是作奉献”，是建设者
喊出的口号。总设计师李金城与家人长
期分离 6 年，每年行程超过 10 万公
里。风火山隧道科研攻关组组长况成
明，多次昏倒现场，最终使隧道日掘进
程由 1.5 米提高到 5 米⋯⋯青藏铁路建
设印证了全国上下团结协作的伟大力
量，见证了建设者拼搏奉献的崇高精
神，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政治优势。

为新时代接续奋斗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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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精神薪火，能迸发出强大力
量。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弘扬青藏
铁路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提供支撑、注入动力。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为民情
怀 。 理 想 信 念 是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之

“钙”。建设者之所以表现出“挑战极
限、勇创一流”的强大精神力量，就是
因为他们秉持了“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
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追
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初心使命，披荆斩棘、一路向前，带领
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
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砥砺奋斗之志，直面风险挑战。艰
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历时半
个世纪，建设者毅然在世界屋脊筑起了
最美“天路”，打破了西方人“有昆仑山脉
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彰
显了中国人民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
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奋斗是党和国家事业
的胜利之本和成功之基。新时代，我们
在奔赴星辰大海的伟大征程中，唯有披
肝沥胆、百折不挠、不懈奋斗，才能继
续书写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崭新答卷。

筑牢团结根基，凝聚奋进力量。团
结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显著精神标识。在
修筑青藏铁路的过程中，我们党以强大
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凝聚起了讲团结、
能战斗的强大合力。西气东输、南水北
调、建成中国载人空间站、打赢脱贫攻
坚战、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国之所
以能办成很多大事难事，根本上是因为
全党步调一致、上下团结一心。今天的
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凝聚起不断向前的磅礴伟力。

秉持开拓创新思维，攻克更多发展
难题。开拓创新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
格。青藏铁路作为人类铁路修筑史上从
未有过的探索性工程，没有经验摸索经
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创下了多项世
界之最。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
互激荡，有许多亟待战胜的困难与挑
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在危机
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共产党人
应以更为强烈的主动精神开拓创新，引
领全社会形成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良
好氛围，从而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攻
克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难题。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青藏铁路精
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新时代被赋予新内涵，激励
我们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奋楫扬帆、破浪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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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先锋力量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先锋力量
张利民 何云庵

“建设青藏铁路是几代中国人梦
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不久，
国家就开始研究进藏铁路建设问题。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关怀下，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
木段于 1958 年开工建设。进入新世
纪，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 （以下
简称格拉段） 被提上日程。2006 年
7月1日，一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
巨龙横卧在世界屋脊。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青藏铁
路建设，参建者牢记初心使命，创造
了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迹。毛泽东在
1973 年会见尼泊尔国王时表示，中
国将修建青藏铁路。边疆人民强烈要
求修铁路，1974 年，周恩来作出青
藏 线 抓 紧 “ 上 马 ” 的 重 要 指 示 。
2001 年，朱镕基在格拉段开工典礼
上说，青藏铁路工程建设，充分体现
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
深切关怀，必将极大地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更加奋发图强、万众一心地向新
世纪的宏伟目标迈进。

“以人为本，卫生保障先行”理
念有效保障了参建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铁道部编印的 《青藏铁路卫
生防病健康教育手册》 和 《高原卫生
知识手册》，做到人手一册。工程沿
线建立了一级医疗机构115个、二级
医 疗 机 构 23 个 、 三 级 医 疗 机 构 6
个，形成了快速、及时、有效救治危
重病人的网络体系；全线设置了制氧
站 17 座，高压氧舱 25 台，600 多名
医务人员成为“雪域高原生命保护
神”。建设格拉段时，14 万名参建者
在高寒缺氧、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
中，实现了“高原病零死亡、非典疫
情零发生、鼠疫疫情零传播”的医学
奇迹。

参建者积极投身青藏铁路工程
建设，几代铁路人挑战极限、奋不顾
身，造就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中国
奇迹。2001 年 6 月，中铁二十局组
织了一支踏勘队勘察、调研风火山。

“上了风火山，进了鬼门关。”风火山
隧道平均海拔 5000 多米，气候酷
寒，人迹罕至，隧道内含氧量仅为平
原地区的 40%，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 生 命 禁 区 ”。 踏 勘 队 中 ， 年 近 五
旬、曾两次承担风火山试验段修建

任务的陈文珍说：“风火山对我们来
说，也是一座威虎山啊，我们明知
山有虎，还必须偏向虎山行啊。”

陈文珍当时所在的铁道兵第 10
师就是中铁二十局的前身，这支“风
火山尖兵连”跨越两个世纪四上青藏
线。早在 1959 年春，铁 10 师就进入
柴达木，承担起青藏铁路近300公里
的修建任务。1963 年和 1974 年，又
两次奔赴青藏高原修建铁路。2001
年，青藏铁路工程将再次启动的消息
传到中铁二十局，7000 多封请战书
纷至沓来，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主动
请缨要上青藏线。对他们来说，这既
是国家建设工程，更是一代代铁路人
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传承工程。正
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铁二十局
建设团队经过360多个日夜的接续奋
战，贯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风火山
隧道。

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青藏铁路技
术难关，数十年接续探索、勇创一
流，攀登了一座座科学高峰。同样是
风火山，1961 年，中铁西北科学院
为研究和解决高原冻土筑路的重大科

学技术难题，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也是
世界上唯一一座全年值守的高原冻土观
测站。宋锐、周怀珍、王占吉等是风火
山观测站第一代科技队伍的杰出代表。
在物资供应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饥寒
交加，却仍坚持工作。

几十年来，仅中铁西北院，就先后
有200多名科研工作者在风火山经受淬
炼和洗礼。藏族青年陈英富是一名年轻
的冻土科研人员，却也在风火山上干了
整整8年。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主持安
装了综合遥测站数据采集系统和深孔地
温监测系统，使 90%以上的观测项目

实现了自动化。经过 40 多年的艰苦探
索，风火山冻土观测站和西北院的科研
工作者攻克了青藏铁路修建中的一个个
技术难关，产出了 29 项重大科研成
果，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铁路建设者
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历时数年、跨越两个世纪的青藏铁路建
设工程，始终坚守人民至上、挑战极
限、勇创一流的精神，彰显了独立自主
的中华民族精神之魂。

（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中共党
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创造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迹
刘琳

解读

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内容看更多内容

青海省西宁市青藏铁路花园学
校 始 建 于 青 藏 铁 路 开 工 的 1958
年，是一所赓续青藏铁路精神血脉
的学校。作为新时代青藏铁路花园
学校教师，我们有责任为红色基
因传承，为新时代学校高质量发
展、为每一名学子的健康成长而
努力，不断丰富、发展和弘扬青藏
铁路精神。

青藏铁路精神是学校高质量发
展的精神动力。弘扬青藏铁路精
神，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首先，要挖掘新时代背景
下青藏铁路的精神价值。明晰、领
悟“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
铁路精神内核，并将其转化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坚定意志和行
动力量。其次，追溯学校历史，形
成价值认同。寻找学校历史根脉，
结合新时代、新发展和新要求，将
青藏铁路精神作为学校核心理念，
并作为重要精神标识和共同价值认
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探索注
入活力。再其次，凝聚教师共识，
绘就发展愿景，并以此增强认同、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让事业、追
求、理想根植广大师生内心，引导
他们将理念变观念、观念变方法、
方法变行动、行动变信仰，永葆学
习工作热情和活力。

培养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
新人。青藏铁路精神的传承离不开
传播，讲好青藏铁路故事是青藏铁
路精神传得开、影响人的基础。学
校建成“青藏铁路精神展示馆”，
在物质彰显、制度创新、课程支撑
和精神涵育等方面多措并举，发挥
展馆凝聚党员、服务师生的新阵地
功能，强化党性教育，厚植爱国情
怀，赓续红色血脉，使展馆成为全
市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的名
片，努力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
人。同时，凝练办学思想，促进教
师成长，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
撑和保障。教育引导学生传承青藏
铁路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完善课程体系，建设“进阶课
堂”，激发学生勤学善思、勇攀科
学高峰的热情。开展“彩虹章”争
创活动，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主体
作用，让每一名学子成长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青藏铁路精神引领学校文化建
设。学校以省级课题“青藏铁路精
神引领下学校融合文化建设的实践
研究”为抓手，推进课题研究和成
果转化运用。我们将青藏铁路精神
进行校本化的延伸和践行，凝练建
构、全力打造青藏铁路精神引领下
的“砺远教育”文化体系，引导广
大师生领悟青藏铁路精神的时代价
值。我们坚守“砺远教育”信念，
绘就“九年成就一生，续写光荣豪
情”的办学愿景，秉承“志在千
里，路在脚下”的校训，践行“激
活每一天、夯实每一步、发展每一
个”的教风，发扬“心尚诚、行尚
正、学尚优”的学风，将“砥砺奋
行，创优致远”的校风贯穿于学校
整体办学理念，激励广大师生不断
汲取青藏铁路精神力量，追求卓
越、奋发向上，使学校发展充满生
机和希望。

（徐树忠系青海省西宁市青藏
铁路花园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挂职三年］，王小易系该校副校
长）

青藏铁路花园学校

激励师生汲取
青藏铁路精神力量

徐树忠 王小易

钩沉

践行

青藏铁路在铺轨建设中 （2004年12月5日摄）。 新华社发

20062006年年77月月11日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在位于青海境内的沱沱河大桥桥头在位于青海境内的沱沱河大桥桥头，，
当地群众欢迎从格尔木出发的当地群众欢迎从格尔木出发的““青青11””次列车次列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燮陈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