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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杨富祥，男，武警青海

总队执勤支队某大队大队长。坚守青

藏线 15 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十大忠诚

卫士，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

等功 3 次，所带中队被武警部队评为基

层建设标兵中队。

爬上第 110 级台阶，气喘吁吁的杨

富祥停下脚步，剧烈的头疼过后，模糊

的视线渐渐清晰——

雪山之巅，天空蓝得炫目；磐石之

上，“忠诚”二字红得耀眼。

7 月 27 日，杨富祥学习归来，重返

海拔 4868 米的云端哨所。

2006 年 7 月 1 日 ，世 界 上 海 拔 最

高、高原线路里程最长的青藏铁路全

线通车。

当时，刚刚被分配到机关当参谋

的杨富祥向组织提出申请：“我志愿到

海拔最高、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站岗

执勤！”

杨富祥胸前戴着党员徽章，走上

三岔河哨所。有人说，在这里服役，躺

着都是一种奉献。杨富祥却问：“躺着

能打胜仗吗？”

杨富祥决定从挑战恶劣环境、提

升官兵训练水平做起。

一次，三岔河特大桥巡逻中队组

织体能训练，不巧赶上沙尘暴，他扛起

队旗站在排头。

一 名 班 长 劝 他 说 ：“ 今 天 风 沙 太

大，这旗咱就别扛了。”

“我扛的不是一面普通的旗，而是

守路官兵的一股精气神。”杨富祥将旗

杆压在肩头，顶着漫天飞舞的沙尘，第

一个冲了出去。

这些年，杨富祥多次参加比武，被

武警部队表彰为“优秀四会教练员”。

他总结出“闭气练习”“厌氧对抗”等体

能训练法，有效提升了中队官兵的高

原适应能力和战斗力水平。

建队之初，杨富祥曾向专家请教：

能否在营区种上绿植？专家回答，这

里是“生命禁区”。

2011 年，中队在上级机关指导帮

扶下，修建智能生态温室。不到一周，

工人们纷纷放弃高薪下山。一名工人

临走时问杨富祥：“一天给你们多少工

资，让你们心甘情愿守在这里？”

杨富祥说：“如果是为了拿高工资，

我们一天也不在这里待；但为了使命和

责任，不给工资我们也会坚守在这里。”

在专家指导下，杨富祥带领官兵

攻克了 20 多项技术难题，在“生命禁

区”创造出“生命奇迹”，官兵欣喜地收

获了绿色蔬菜。

从海拔 3200 米的支队机关，到海

拔 4868 米的昆仑山隧道守护中队，杨

富祥把根深深扎进无人区的冻土层。

组织上曾提出，调整他到海拔低

一些的单位任职，杨富祥却说：“高海拔

地区情况复杂，我最熟悉，让我留下。”

跟随杨富祥踏上云端哨所，抬眼

望去，雪山之巅“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和一面党旗。

当年，杨富祥和战友们用红色砖

块勾边、用青色石头垒砌地图和党旗

时，也把使命和责任刻在心上。

昆仑山天气变化莫测。杨富祥带

领官兵在国道上的事故多发地，悬挂

了 15 块醒目的便民服务路牌。往来的

司机群众都知道，“有困难找武警”。

2015 年 3 月 5 日，一辆小客车因下

雪路滑不慎冲入河沟。杨富祥冒着冰

冷刺骨的寒风，带着官兵砸开变形的

车窗，把车上乘客营救出来。

这些年，杨富祥带领官兵参与车

辆事故救援 43 起，救助被困群众 120

余名。

“幸福的背后都是牺牲。”这是电

影《我为你牺牲》里令人泪目的台词，

也是人物原型杨富祥的真实写照。

杨富祥爱兵。新兵说，他爱兵像

爱孩子。老兵说，他爱兵舍得出命。

那年 7 月，隧道西口山体滑坡，巨

石泥沙将铁轨掩埋 20 余米。杨富祥和

中队官兵不顾危险，用铁锹和镐头拼

命清理泥沙。

突然，山上石块滚落，杨富祥一把

推开身旁的战士，自己却被石头砸中，

小腿鲜血直流。

这些年，杨富祥带出 31 名标兵，帮

助 13 名战士提干考学。但提起妻儿老

小，他总是满脸愧疚。

有一年，杨富祥带领官兵担负青

藏公路要道设卡勤务，突然接到电话，

妻子发生车祸，急需手术。

杨富祥心急如焚，但职责如山。3

天后，杨富祥完成任务赶到医院，妻子

张小红已做完截肢手术。

“舍小家，为大家。”这 6 个简简单

单的字背后，藏着杨富祥和亲人的泪

水与付出。

领兵踏上巡逻路，已是执勤支队某

大队大队长的杨富祥抚摸着钢枪，唱起

最爱的那首军歌：“任寒风吹过绿色的

记忆，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

主人公照片由杨浩摄

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某大队大队长杨富祥—

让 雪 山 见 证 信 仰 的 海 拔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郭紫阳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近 日 ，中 共 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

见 证 ，是 连 结 民 族 情 感 、维 系 国 家 统 一 的 重

要 基 础 。 保 护 好 、传 承 好 、利 用 好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 明 交 流 互 鉴 、建 设 社 会 主 义文化强国

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取 得 显 著 成

绩 。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

华文化基因，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

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领 导 ，巩 固 党 委 领 导 、政 府 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马

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

坚持依法保护，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坚持守正

创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

当代价值。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工 作 制 度 科 学 规 范 、运

行 有 效 ，人 民 群 众 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参

与 感 、获 得 感 、认 同 感 显 著 增 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服 务 当 代 、造 福 人 民 的 作 用 进 一 步

发 挥 。

到 2035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

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更加完

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

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

加彰显。

二、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体系

（四）完善调查记录体系。开展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完善档案制度，加强档

案数字化建设，妥善保存相关实物、资料。实

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运用现代科技

手 段 ，提 高 专 业 记 录 水 平 ，广 泛 发 动 社会 记

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

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全面系统记录。加强对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共享，进一步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依法向社会开放，

进一步加强档案和记录成果的社会利用。

（五）完 善 代 表 性 项 目 制 度 。 构 建 更 加

科学、合理的代表性项目分类体系。健全国

家、省、市、县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加强代

表 性 项 目 存 续 状 况 评 估 ，建 立 动 态 调 整 机

制。夯实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责任，加强绩

效 评 估 和 动 态 管 理 。 加 强 与 代 表 性 项 目 相

关 的 文 化 空 间 保 护 。 积 极 做 好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项 目 的 申 报 和

履约工作。

（六）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健全国家、

省、市、县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以传

承为中心审慎开展推荐认定工作。对集体传

承、大众实践的项目，（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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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风 采

新华社北京 8月 12 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12 日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

皮书。

白皮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

提高全体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

现代化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

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

权基础，丰富了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

野，意味着人权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

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了

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辟人权事业新境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

基本生活水准权，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实行良法善治维护公

民权利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特

定群体权益。

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的近五分之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

进程中，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

功做法和经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中国

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

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

领全体人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和更高水平的人权而奋斗。中国必将为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文见第三、四、五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发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少波报道：扎

根国防工程维护管理岗位 30 多年，精通

50 余种装备操作维修……近日，某信息

通信基地一级军士长高玉华被评为“最

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消息传到单位，官

兵深受鼓舞，表示要以他为榜样，立足本

职、奋斗强军。

“我能够获得荣誉，离不开单位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喜获殊荣的高玉华感

慨地说。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高玉华每年要

参加 10 余次大项任务，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高玉华工作室”成果频出。“我在部队

学到了技术，只要组织需要，我愿意战斗

到最后一刻。”去年，服满现役的高玉华

递交了延期服役申请书，决心继续为部

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部队遍布全国各地，点多线长面

广，只有营造气顺劲足的浓厚氛围，才能

把官兵拧成一股绳。”该基地领导介绍，

基地组建 3 年多来，他们始终把激发干

事创业动力作为大事来抓，推动形成聚

力备战打仗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

导向、政策导向，坚持个人成长成才与部

队建设发展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官兵的

使命感、责任感和获得感。

该 基 地 有 一 份“ 红 名 单 ”，平 时 表

现 突 出 、具 有 发 展 潜 力 的 官 兵 都 会 被

记录在案，每逢执行重大任务、晋职晋

衔 、评 功 评 奖 时 予 以 优 先 考 虑 。 某 部

连 长 翁 春 芳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 两 年

前 ，他 因 长 期 扎 根 高 原 ，做 出 突 出 成

绩 ，荣 立 一 等 功 ，被 破 格 提 拔 为 营 长 。

“只要想干、愿干、能干，部队就会给你

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翁春芳道

出 自 己 的 成 功“ 秘 诀 ”，在 官 兵 中 引 发

强烈反响。

正确的导向激励人，实干的氛围鼓

舞人。该基地通过定期举办先进事迹报

告会、强军故事会等，把不同岗位的先进

典型请上讲台，激励带动大家争做行业

先锋、岗位标兵、技术能手。近两年，该

基地涌现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马

駉、“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王明磊等

多个先进典型。

某信息通信基地积极营造奋斗强军浓厚氛围

创业活力涌现 先进典型频出

7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于清正摄

一段历史，热血铸就；一种精神，薪

火相传。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喜马拉

雅山脉的连绵群山，如一座座无字的丰

碑，见证着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

的历史巨变，也守望着这片用生命筑起

的精神高地。

为了使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

后走向进步，包括进藏和驻藏部队官兵

在内的一代代干部群众，以生命赴使命，

将大爱洒高原，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共同铸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

献的“老西藏精神”。

7 月 23 日，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

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

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

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70 年来，驻西藏部队坚决贯彻党中

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扎根雪域高

原、忠诚卫国戍边，出色完成了一系列重

大任务，经受住了艰苦环境、复杂斗争考

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促进西藏稳

定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最稀缺的是氧气，最
宝贵的是精神

历史崭新的一页，总是写满豪迈与

激情。

西藏军区军史馆里一份发黄的电

报，记录着“进军西藏”的历史。1950 年

3 月，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遵照

党中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一

面进军，一面建设”的重要指示，从多个

方向同时向西藏挺进，拉开了人民解放

军进军西藏的大幕。

出征誓师大会上，军长张国华、政委

谭冠三发出铿锵誓言：不管有多大艰难

险阻，不惜献出一切乃至生命，誓死完成

进军任务！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坚决

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

花朵开遍全西藏！

“我从事的专业与进藏先辈的任务

很相似，但我所面临的困难与先辈们不

可同日而语。”陆军某工化旅“高原模范

筑城连”上士、挖掘机驾驶员朱恩江说。

“行旅惨不前，十步九颠覆。”每年的

大部分时间，雪域高原多数关口都被冰

雪封锁。从可可西里到唐古拉山口的数

百里地带，被称为“死神主宰的地区”。

在没有一张完整地图、没有任何地质水

文资料的情况下，11 万军民经过 4 年多

艰苦奋战，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

建成了两条进出西藏的“大动脉”——川

藏公路、青藏公路。

青 藏 线 上 激 荡 风 与 雪 ，川 藏 线 上

闯 过“ 鬼 见 愁 ”。“ 一 等 功 臣 张 福 林 检

查炸药时遇上塌方，重伤难治，血洒数

里……战友们把他埋在附近的烈士陵

园，又投入筑路战斗中。”军史馆里的这

段文字，通篇没有一个“痛”字，读罢却

让人心痛不已。

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在进军和建

设 西 藏 的 过 程 中 ，有 3000 多 人 血 洒 高

原。

“在高原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

宝贵的是精神。”不仅是修路，在没有先

进生产设备的条件下，在高寒缺氧的恶

劣环境中，广大军民靠着十字镐、钢钎、

铁锹等原始工具在“世界屋脊”建起了第

一座机场、第一座电站、第一座桥梁、第

一所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所小学……

时光易逝，精神常青。党的十八大

以来，驻藏部队官兵积极投身“加强民族

团结、建设美丽西藏”事业，帮助 130 个

贫困村、2886户贫困户、9551名贫困群众

如期脱贫。一个社会主义新西藏，如雪

山上升起的朝阳，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高原红”是肤色的
红，更是精神的红

这个盛夏的一次经历，让西藏军区

岗巴“高原戍边模范营”下士冯宇楠颇感

自豪——到内地参加技能培训的他，未

及报“家门”，教练仅凭外貌和气质就断

定他是驻藏部队战士。

（下转第二版）

血脉里流淌“老西藏精神”
—探寻驻西藏部队官兵扎根高原忠诚奉献的精神密码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