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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

国的货物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百姓

出行基本靠走？

你可曾知道，1949年全国汽车保

有量只有5万辆，仅能完成客运量0.1

亿人次、货运量1亿吨？

交通运输部原部长李盛霖这样回

忆儿时的家乡：“南通难通，北不通火

车，南不通公路。”那个年代，全国各地

又何尝不是如此？

沧海桑田，辉煌巨变！泱泱中华

的澎湃力量被唤醒。70年间，我国交

通运输发展从瓶颈制约到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高速公路里程从零起步、

突飞猛进达到14.26万公里，高铁里程

从无到有，现在超过2.9万公里，万吨级

及以上港口泊位达到2444个，民用机

场快速增长至235个，快递业务量迅猛

发展到年业务量超500亿件……公路

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

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书写了大踏步

迈向交通强国的壮丽史诗。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砥砺

前行的荣光幕后，是无数军民将个人

命运与民族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前

赴后继、奋力拼搏。

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

的训令，朱德总司令鼓舞进藏部队，不

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

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

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路。11万藏汉

军民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

跨怒江天险，攀横断山脉，渡通天激浪，

越巍峨昆仑，用3年时间创造了人类筑

路史上的奇迹，三千英烈长眠高原。

“远方有多远，蓝天有多蓝；谁坚定

的步伐，翻过十万大山……”藏族女孩轻

声吟唱的歌谣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守护

在唐古拉山口的“天下第一道班”，看到

了坚守“生命禁区”——川藏公路北线雀

儿山20年的全国劳动模范陈德华，看到

了三代人薪火相传的青藏公路多年冻土

科研团队，看到了常年驻扎在“两路”沿

线护路保通的武警官兵。他们用青春和

热血，弘扬、丰富和发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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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愧于

伟大的时代，无悔于奋斗的人生！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

是“两路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与传承。

正如习主席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上的

铿锵话语：“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

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

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

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交通战线始

终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服务大局、服务

人民、服务基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保持高位运行，服务“一带一路”的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复兴号”跑

出350公里的时速，C919大飞机展翅翱

翔蓝天，5万吨级海轮可以沿着长江12.5

米深水航道直达南京，港珠澳大桥、上海

洋山港四期全自动化码头等中国交通名

片闪亮全球……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交通强国，

这是一场新的长征，也是全体交通战

线的共同使命。伟大梦想召唤奋斗，

伟大精神激励前行。我们始终奔跑在

路上，踏着英雄的足迹，为实现交通强

国目标奋勇向前、向前、向前！

铺路架桥向前进
■孙英利 王 鹏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

志气。 —习近平

2018年10月23日上午，港

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

举行。碧波之上，一桥飞架香

港、澳门、珠海三地，以气贯长虹

的“中国跨度”，飞越沧海百年的

历史风云，展现当代中国的雄健

风采。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

长的跨海大桥，集桥、岛、隧为一

体，建设规模庞大，施工环境复

杂。其成功建设是桥梁工程的

奇迹，更是科技创新的壮举。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一桥连三地

古老的高原柳透着沧桑，新开的格桑花
沐浴朝阳。

盛夏，记者踏访川藏、青藏运输线，沿着一
代代官兵筑路护路的铿锵足迹，感受西藏经济
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车窗外掠过的世界公
路奇迹连着三千烈士的生离死别，连着六十余
载的前赴后继，连着逾半世纪的春华秋实。

激荡风与雪，披戴云和月。记者仰望纵
贯高山大川的公路铁路和穿云破雾的空中航
线，深切感受到，经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西
藏综合交通运输网极大地密切了西藏与内地
的联系，正一步步实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

筑路大军一路西进，用

鲜血和汗水浇注世界奇迹

查阅关于西藏交通建设的史料，指尖跨
度是千余载时光。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历时半年艰难进
藏，终生未能还乡。同处盛唐，李白在《蜀道
难》中发出“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

逆折之回川”的感叹。
几乎与世隔绝的困境，终在巨龙醒来后

被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发
出号令：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计划在
川南安家的十八军将士，以及正在西北跃马
挥刀的骑兵部队，成为光荣的擎旗人。

英雄剑指雪域，历史就此改写。彼时，
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从四川、
青海等地进藏更要跨越无数天险。在雅安
金鸡关，古稀老人忆起儿时的开路壮举，直
言不可思议：1950 年 4月，康藏（后称川藏）
公路在此破土动工，欲达千里之外。彼时，
外界普遍低估人民子弟兵一颗颗勇敢的心，
但筑路大军在质疑与惊叹的目光交替中一
路西进。

一辆辆汽车畅行雪域，无数先驱永无归
期。1954年 12月 25日，跨越 14座海拔 5000
米以上大山、贯通 8 条大断裂带的川藏公
路，以及穿越戈壁草甸、劈开雪山冰川的青
藏公路同时通车。经历风雪洗礼，两条“彩
虹”终在拉萨相遇，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世纪
工程永垂青史。

圣城笛响，传奇延续。高原军民再接再
厉，携手迈向康庄大道，拓展交通版图——

1958年，西藏修建第一座机场。上万名
官兵领取独轮车等简陋工具，仅耗时 118天，
就推出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飞机跑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雅鲁藏布江上出现
轮船，林芝军分区通过水路运输，及时给沿
岸驻军运送物资；

2001年，高原军民投身青藏铁路建设一
线，与铁道专家一道破解世界性高原冻土施
工难题。2006年 7月 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
车。后来，拉萨、日喀则火车站相继成为高
原交通新地标。

西藏，古人嗟叹的远方，已是人们心中
说走就走的旅游天堂。如今，全区公路通车
里程达 9.74万公里，5个通航机场开辟出 96
条空中航线，未来将有 5条铁路贯通西藏与
内地的联系，它们分别是已经通车的青藏铁
路，正在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滇藏铁路，和处
于前期规划中的新藏铁路和甘藏铁路。中
国交通用速度和高度在短短几十年的时光
里，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历史意义深远。

“两路精神”花开有声，

交通不断改善生活更加美好

6名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干粮，来到二郎山
下，搭起简易草棚，为来往车队烧水做饭……
这是 1953年，川藏线上第一个兵站——“烂
池子”兵站成立时的影像。

烟熏火燎的创业历史，彰显着生生不息
的护路壮举。仿佛一夜之间，川藏线上就搭
建起 21座高原兵站，伴随着“两路”全线贯
通，川藏、青藏兵站部及护路机构应时而生。

锅碗瓢盆不是生活的全部交响。在漫
长的护路抢通、运输保障征程中，那些奇绝
雄浑的雪山和冷峻孤傲的冰川，一次次见证
“两路精神”花开有声。

通麦天险路段，花儿开得格外惹眼，高
原汽车兵说，那是烈士的鲜血滋养了它。
1967年，某汽车团在执行任务行至通麦天险
时突遇特大山崩，道路被阻。为及时引导车
队突围、疏散受灾群众，10名官兵涉险逆行，
卷入泥石流中。

泪水既浇注悲伤，更砥砺斗志。一次，执
行进藏运输任务的青藏兵站部车队被特大暴
风雪堵在山顶。等待从来不是军人的选项，汽
车兵勇猛如昔，他们拿出铁镐、脸盆等工具铲
雪开道。一名新兵晕倒了，被抬到驾驶室，等
他苏醒过来，又挣扎着重回战位，“我不做青藏
线上的第一个孬种”。新兵“满血复活”，感染
了道班职工，军地并肩战斗，终于化险为夷。

历史钩沉，今昔巨变。为减少事故，增
加运力，国家对两条“天路”不断进行升级改
造。青藏公路于 1974年全面改建，直接打造
成二级公路，加铺沥青路面，西北入藏率先
驶上快车道。川藏公路也如川剧“变脸”一
般，日益宽阔，换了模样。

路，在高原特殊的语境下，将富国与强
军紧紧联系起来。近年来，高原军民携手奋
战拓宽升级边境、山口道路，让山巅村寨、云
中哨所响起喇叭声。

走过一甲子，又闻战鼓声。2014年 8月
6日，习主席就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60周年
作出重要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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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来路，登高致远。记者乘车巡逻看
到，那些因险得名的“鬼见愁”“吓退猴”等地
段被铁骑轻松越过。交通改善让西藏成为
“一带一路”上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同
时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重要门户的地位
日益巩固。

经济建设快速增长，国

防建设大幅提速

天边刚泛鱼肚色，一支运输车队便从西
宁出发，为边关运送建材。带车领导风趣地
说，昨晚我梦到哨所有了新营房，所以今早就
要晨起奔跑，助力建设蓝图化为现实场景。

筑路者的脚步，通向梦想之门。1953年
8月，为建设青藏公路，慕生忠率部来到昆仑
山下的一条河流处。有人问他：“格尔木在
哪里？”将军将铁锹往地上一插，说道：“这里
就是格尔木！”一锹定乾坤，传奇就此诞生。
后来，这里成了青海省第二大城市。
“戈壁明珠”格尔木市的前世今生都有

军人的拼搏奉献。青藏兵站部独立完成该
市从无到有的奠基工程，全面参与市政建
设。前些年，他们与青海、西藏两省区成立
联合开发格尔木资源领导小组，促进格尔木
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成为青海西部经
济、文化、科技中心。

格尔木只是“两路”沿线城市经济社会
快速增长的一个缩影。记者穿行西藏欣喜
地发现，从林芝、山南等地到拉萨，高速公路
已通车，铁路已见雏形，“千里边关一日还”
的梦想变成现实。雪域卫士有理由相信，不
久的将来，西藏也能进入高铁时代。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西藏交通提
质增速，同样不断提升高原部队战斗力建设
指数。

2014年 5月，川藏兵站部某营接到上级
命令，满载物资长途机动至西藏林芝，沿途
不驻站宿营、不临时停车、自行负责车辆技
术保障。车队动若风发，创下 49 小时机动
1622公里的川藏线军事运输新纪录。

前年秋点兵，西藏军区某旅跨区机动，
实现重型车辆和大型武器铁路机动运输，
部队快速机动和全域作战能力得到检验和
完善。

过去，詹娘舍、卓拉等西藏高海拔哨所
逢冬必冻，冰封雪裹。前年底，索道已修到
哨所，可实时空运戍边器材、新鲜蔬菜等必
需物资，封山期照样是强军固边的黄金期。

打通一条线，带动一大片。党的十九大
以来，高原军民加大共建力度，把生死线变
成了幸福路和打赢路。在米林县南伊乡的
黄金旅游线路上，不时出现避让点，军车畅
行无阻。当地百姓乐了：经济建设快速增
长，国防建设大幅提速。
“跨越山山水水，走过高高低低，经历风

风雨雨，仍在寻寻觅觅。”抚今追昔，记者钦
佩不已，于是用四句叠字感慨，道出天路守
护者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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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交通网线已纵横大江南
北的今天，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
的 2140 公里的新藏公路，仍在演绎
世界公路史上的交通传奇。

三伏时节，记者跟随武警某部
交通三支队官兵从新疆叶城启程，
养护“铺在天上的国道”。在这条险
峻到极致、壮美到极致的道路上，
感受天地间的壮阔之美，感受武警
护路官兵的使命与初心。
“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

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
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
手可摸天……”路在山之巅，行在
云之下。灾害发生得毫无预兆。在
海拔 3150 米处，库地达坂山体巨大
滑坡猝然降临，百余车辆停滞不
前。记者气喘吁吁走到抢通现场，
只见一侧是百米悬崖深沟，一侧是
巨大塌方滑坡，数十米路基被毁，
等候通行的车辆越排越多。

“迎着飞石、流沙，铺平深坑、
烂泥，重整路基、路面……新藏线
每年发生大大小小百余次泥石流、
塌方，抢通、保通难度之大，很难
用一句话准确概括。”教导员常艳军
说：“过去，这条路是通往阿里唯一
的生命通道。在‘机械不足人头来
凑’的年代，官兵们手里挥着铁
锹、嘴里嚼着药丸，拿自己的生命
保障生命通道。近几年，大型机械
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抢险保通效率
越来越高。”
“在这里抢通道路，没有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
绝对不行，实在是太危险了，湍急的
河水、危耸的山崖，老司机看着都头
晕。”装载机操作手罗兵告诉记者。
“新藏线是什么？”“是路把人折

腾得死去活来，人把‘死去’的路又
养护过来。”支队长陈军说，“2016
年 7月 17日，东汝乡发生特大冰崩。

我们从柯克亚乡救灾现场直接赶赴东
汝乡救援。在海拔近 6000 米抢通工
地，连日奋战在一线的下士刘质宏突
发急性肺水肿、脑水肿，倒在驾驶
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怕死不上新藏线，新藏线上不

怕死。”这是他们用青春谱写的壮
歌，也是他们用生命践行的誓言。
行至日土县东汝乡，四级警士长邓
益放缓车速，长按三声喇叭，含泪
向在此牺牲的战友致敬。他们是黄
帅、袁耀武、刘质宏……昨日的风
雪已吹散他们的足迹，但万年的雪
山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名字。

不畏“天长路远魂飞苦”，只道
“挫骨黄尘亦无悔”。武警护路官兵
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这条路，守护着
西藏各族群众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一辆辆飞驰的汽车满载物资，稳稳
地行驶在新藏线上，把新疆和西藏
载入稳定繁荣的新时代。

在世界屋脊守护生命通道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王 彧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跟随“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中央媒体采访团，
记者走进“‘复兴号’摇篮”——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感受中国铁路的时代
变迁，聆听国家发展的铿锵脚步。

铁道科学研究院院史馆门前，展示
着一条只有一百米的铁路轨道，由近及
远铺设着四种不同的轨枕：木枕、水泥
枕、水泥宽枕以及整体道床。“从解放初
期的‘万国造’到如今的世界领跑，这段
短短的铁轨浓缩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
铁路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铁道博物馆
原副馆长金万智看来，从“绿皮车”到动
车组，从“万国机车”到“复兴号”，轨道
交通装备的一次次飞跃，见证着国家发
展，也见证着科技的进步。

这样的飞跃在铁路票务系统
12306网站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2306
全路客票系统监控中心，纵横密布的
全国铁路网呈现在眼前。数据显示：
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在2018年底已突破

了13.1万公里，高铁里程2.9万公里以
上。“四纵四横”的高铁网逐步延伸到
“八纵八横”，总里程不断刷新。从时
速几十公里的“绿皮车”，到时速300多
公里的“复兴号”，速度在不断改变着
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

监控中心最前方的墙壁上分别
挂着售票实况、风控实况和排队实况
3块实时监控大屏，不断跳动的数字
刷新着大屏幕。铁道科学研究院电
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单杏
花介绍，12306 网站是全球交易量最
大的铁路票务系统。目前该系统年
售票量超过 31亿张，日售票能力达到
1500 万张，高峰时每秒售票量达 700
张。从彻夜排队、一票难求的无奈，
到如今足不出户、动动手指的便捷，
一张小小的车票折射了时代变迁。
刷脸进站、自主选座、微信买票、候补
购票……一项项务实举措让乘坐“复
兴号”出行的旅客倍感温馨、便捷。

“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
近70%，350公里的时速更是位居全球
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榜首。”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首席工程师赵红卫介绍，
2017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
兴号”问世，其中“中国标准”占84%。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
高铁坚持自主创新，在许多关键技术
领域占领了世界铁路研发的制高点，
蹚出一条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的传奇道路。
“100多年前，京张铁路打破了外

国人有关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妄
言。100多年后，京张高铁开启了世界
智能高铁的先河。”站在京张高铁智能
型动车组模型前，赵红卫信心满怀：“未
来我们将围绕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历
史使命承担更多的任务，让越来越多的
‘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为
人们的出行提供更好的保障。”

“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
■本报记者 宫玉聪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