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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 、甘 当 路 石 ，军 民 一 家 、民 族 团

结。这就是“两路”精神。

70多年前，在和平解放西藏的

进程中，11 万筑路军民“让高山低

头、叫河水让路”，在崇山峻岭间修

通川藏、青藏公路，创造了世界公路

建设史上的奇迹，积淀出催人奋进

的“两路”精神。

筑路人的豪情壮志、养路人的

牺牲奉献，在高原上铸就永不褪色

的丰碑，激励鼓舞着一代代人奋发

向上、砥砺前行。

两条“天路”，一段历史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藏

之路，更比蜀道难。

和平解放前，除了骡马、牦牛踏

出来的古道，西藏没有一条现代公

路。1950年，公路从成都只通车到

雅安。这不仅使西藏长期处于封闭

状态，严重迟滞了西藏发展，也给解

放西藏、建设西藏带来了困难。

针对进军西藏面临的交通难

题，毛泽东主席号召进藏部队“一面

进军、一面修路”，决定修筑康藏（川

藏）、青藏公路。

这是一场与自然的斗争，这是

一场与高原的较量，这是一场精神

的洗礼。

筑路军民在平均海拔 4000 米

的高原上，踏冰雪、斗严寒，克服缺

氧、高原反应等困难，靠着铁锤、钢

钎、铁镐、铁锹等简陋的工具，劈开

悬崖绝壁，征服重重天险。

1954 年 12 月 25 日 ，康 藏（川

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

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却留

下了 3000多人牺牲的悲壮凯歌。

倒下的是英雄，铺就的是道路，铸就的是丰碑。

如今，川藏线、青藏线上，依然流传着筑路英烈的故事：

1951年 12月 10日，雀儿山工地，年仅 25岁的张福林被一块巨

石砸中，倒在血泊中；青藏公路建设的指挥者慕生忠，在铁锹

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他当时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

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

萨的方向。”

“修筑川藏、青藏公路之过程，正是‘两路’精神形成之

始。”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万金鹏说。

幸福金桥，引领巨变

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改变了西藏长期封闭的状态，成

为西藏繁荣发展的团结线、幸福路，藏族人民歌颂它们是“幸

福的金桥”“吉祥的彩虹”。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朴说，两

路通车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从此，全国

各地支援西藏建设的物资和人民生活所需用品源源不断地

运上雪域高原，增进了西藏和祖国各地的联系，拉开了西藏

现代交通事业发展的序幕，也引领西藏发展建设走上“快车

道”。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青藏铁路、拉日拉林铁路先后通

车，以拉萨为中心的高等级公路网日渐完善，拉萨贡嘎国际

机场 T3航站楼投入运营，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1.88万

公里……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在雪域高原逐步形成。

筑路难，养路更不易。

两路修通后，一代代道班工人接力驻守云端，用青春守

护天路，“两路”精神越筑越高。

46岁的扎西次仁就职于西藏自治区公路局，一家三代都

在青藏公路上养路。“路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一天都断不

得。把养路工作多做好一分，过往的司机安全就会多一分保

障。”他说，“和修路英雄相比，和老一辈养路人相比，我们吃

的苦算不上什么。”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

的“两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的又一璀璨明珠。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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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路”精神，永放光芒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达娃欧珠说：“现在西

藏交通建设的施工机械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两路’精神并

未因时代变迁而过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两路’精神

都是西藏各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如今，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奋战高原，推动西藏交通事业

快速发展，不断为“两路”精神注入新时代内涵。

李伟，中铁九局工程师。2015年底，时年 33岁的他，踏上

高原，成为川藏铁路拉林段建设大军中的一员。今年 6月拉

林铁路开通运营后，李伟又转战川藏铁路雅林段，继续穿山

越岭。

他说：“川藏铁路建设跨越横断山脉，难度举世罕见，尤

其需要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路’精神。”

“西藏已经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征程，‘两路’

精神也将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万金鹏说。

新华社拉萨8月21日电

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巍峨耸立。纪念

碑 两 侧 ，“1951”“2021”的 金 色 大 字 熠 熠 生

辉。布达拉宫广场上，旌旗飘扬，喜庆祥和。

19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2万

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匾上题词“建

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饱

含深情的题词，传遍了城市乡村、雪山草原。

沐浴着建党百年的荣光，雪域儿女沉浸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的喜悦氛围里，

昂首阔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的新征程。

奋进七十载：雪域高原沧桑巨变
换了人间

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考察，

充分肯定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的发展成就，

给各族干部群众送来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

美好祝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和平解放 70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

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

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

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

貌今非昔比。

连日来，古城拉萨彩旗招展，处处洋溢

着喜庆的氛围。

雄伟的布达拉宫，再次见证历史性的一

刻——2021年 8月 19日，西藏各族各界干部

群众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和

平解放 70周年。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带着党中央和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

谊，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隆重庆祝西藏和平

解放 70周年。

欢乐的歌儿唱了一首又一首，幸福的话

儿说也说不完……从城市社区，到广大农牧

区，西藏人民无不感谢党中央对西藏的深情

关怀。

和平解放 70年来，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始

终牵动着中央的心。

——1951年至 1978年，中央从全国调派

3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1994年，党中央作出全国对口支援

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截至 2020年，对口援

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已选派 9
批近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深情的关怀，伟大的跨越。

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藏铁路、拉林铁

路，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 条电力

“天路”……一批又一批关乎西藏长远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重点项目在高原落地。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的

发展成就。”70 岁的卓玛仁增在拉萨的家中

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在老人眼中，现在的

西藏建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

雪山依旧巍峨，高原换了人间。

旧西藏，占人口 95%以上的农奴没有生

产资料，遭受残酷的剥削，生活苦不堪言，学

龄儿童入学率不足 2%，文盲率高达 95%，人

均预期寿命只有 35.5岁。

如今，西藏 15 年免费教育政策深入实

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03%，新增劳动

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3.1年，人均预期

寿命提高到 71.1岁。

不仅如此，西藏经济连续 25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1.88万公里，地

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9.4%，

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艰苦的高原能取得如此发展奇迹，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

现。”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屯旺说，“这

也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恩情记心间：党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

回想起作为群众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发

言，60岁的旦增难掩激动。

“我父亲常说，在旧西藏，我们一家人

住在牛圈里，生病了都要被赶去干活，苦日

子看不到头。”旦增说，“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 人 民 废 除 农 奴 制 ，我 们 才 翻 身 做 了 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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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人民大力支

持下，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

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

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正向着团结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阔

步前行。

“路修到了村口，住进了小康安居房，加

上国家各项补贴政策，我们珞巴族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谈起生活巨变，32岁的山南市

隆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乡长扎西江村感触

颇深，“在旧西藏，珞巴族居住在深山里，生

活困苦，现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今后的生

活更值得期待。”

教育点亮梦想，为人生创造希望。

“多亏党的好政策帮助我顺利完成学

业。”作为第一批内地西藏班学生，西藏大

学教师达娃次仁亲历了高原教育的变化，

“现在，党和国家对西藏教育发展的重视程

度以及投入力度前所未有，孩子们成长在

最 好 的 时 代 ，所 享 受 的 教 育 服 务 越 来 越

好。”

一条条蜿蜒“巨龙”串联世界屋脊的高

山峡谷。近年来，依托交通发展“红利”，西

藏产业发展迎来更多机遇。

在林芝市米林县内的华发（林芝）商贸

物流产业园，一期项目的产业服务中心、交

易中心等已竣工。西藏华 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伍超说：“今年 6 月拉林铁路通

车，物流园物资外送又多了条快捷通道，相

信未来发展前景会更好。”

边境兴则边疆兴，边民富则边防固。

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地处喜马

拉雅山西段。2018年,楚鲁松杰乡边境小康

示范村项目正式启动。按照人均 30 平方米

的标准，群众每家都分到一套院落。

“这里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现在生活好

了，大家守土固边的信心更足了。”31岁的群

众仁青欧珠说，“山在那儿，国和家就在那

儿！”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从

雅江河畔，到藏北高原，处处能感受到各族

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幸福之情、对党和国家的

感恩之情。

启航新时代：同舟共济迈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

乘势而上、开创未来。新时代，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要扬

长避短，因地制宜，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铁

路、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

色产业，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统筹

发展和安全，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在平均海拔 4000米的高原上实现高质

量发展，任重道远。我们将聚焦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立足西藏实际，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努力取得高质量发展新成效。”西

藏自治区发改委主任斯朗尼玛说。

日喀则市岗巴县是西藏的边境县之一，

平均海拔在 4700米以上。在这极高、极苦之

地，岗巴县岗巴镇党委书记李明阳已奉献芳

华 14载。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们将大力推进

边境地区发展，带领边境群众扎根边陲、建

设边疆。”李明阳坚定地说。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

好青藏高原生态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最大贡献。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罗杰

说：“我们将奋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守

好生态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好这一方净土。”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广大援藏干部不仅为西藏发展奉献青春，也

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援藏干部代表、那曲市双湖县委副书记

梁楠郁在庆祝大会上动情地说：“我们将时

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全

面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的赶考路上书写新篇章、作出

新贡献。”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展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生活在这

片古老而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坚信，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参与记者:陈尚才、春拉、王泽昊）
新华社拉萨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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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西藏和平解放70年巨大成就激励各族儿女携手奋进

□ 新华社记者 曹健 张京品 范思翔 白少波

8 月 18 日，在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高

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在晾晒刺梨果

脯。

连日来，贵州省龙里县种植的刺梨进

入采收季，农民抢抓好天气采摘刺梨鲜果，

供应加工企业和合作社。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市金融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融资服务质效
（上接1版）有效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有利于提振银行放贷信心。银行通过平台

随时随地获取客户资源，有利于缩短贷款审

批周期、加快放款速度。信用良好的企业则

通过平台能够了解金融产品，及时获得信贷

支持，有利于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有效提高

企业首贷率和信用贷款率，为民营企业发展

纾困解难。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融资。市金融办会

同人民银行、银保监分局提请市政府制定

《银行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评价办

法》，围绕企业贷款“增量、扩面、提质、降本”

等四方面开展考核，提振银行机构放贷信

心，鼓励和支持银行机构持续增加有效信贷

投放，合理优化信贷结构，切实提升企业贷

款获得率和获得感。截至 6月底，全市各项

贷款余额 1307.79 亿元，较年初增加 37.9 亿

元，增长 2.98%，较去年同期增加 57.31亿元，

增长 4.58%。同时，市金融办围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文水大象农牧、交城

金兰化工等拟上市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宣讲

资本市场政策，了解企业融资需求，帮助解

决企业上市存在的困难问题，支持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今年以来，我市企业获

得省级奖励 280万元、市级奖励 660万元。

加强地方金融领域监管。为调动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行动，

最大限度铲除非法集资滋生土壤，市金融办

提请市政府印发了《吕梁市非法集资举报奖

励办法（试行）》。市民一旦发现企业或者个

人涉嫌开展非法集资违法活动，可以拨打

110 或 12345 政务电话举报，被采用的线索

根据案件金额可获得 500元—50000元的奖

励。同时，市金融办持续加强金融知识宣

传，提升群众金融素养，组织金融知识进社

区、进农村，加强典型案例宣传，借助抖音推

广《远离非法集资 拒绝高利诱惑》短视频，作

品从全国 9000条短视频中脱颖而出，荣获全

国第五名，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投资理念，远

离非法金融活动，为企业融资营造良好环境。

（上接1版）进行创城志愿行动。如今在上下

班高峰期的主要交通路口，志愿者开展交通

文明劝导服务，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党员义工

走街串巷清除小广告，清扫遗留垃圾……一

次温暖的搀扶，一个善意的微笑，一句礼貌的

问候，创建文明县城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干

群一心，每个人都在为创建文明县城添砖加

瓦，文明之花在“五彩”中阳处处盛开，成为中

阳创城路上的靓丽“风景线”。

“根治的是顽疾、改变的是环境、塑造的是

形象、凝聚的是人心、带来的是成果、造福的是

百姓。文明创建，不仅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份

责任，让全县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让干部

群众铭记在心、为之奋斗；文明创建更是一种风

尚，让县城充满激情、活力迸发，焕发出新的璀

璨光彩。”该县文明县城指挥部负责人如是说。

文明之花扮靓“五彩”中阳

新华社北京 8月 19 日电 （记者 胡璐）
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25 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森

林蓄积量达到 190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57%等一系列保护发展目标。

纲要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状况

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森林蓄

积量达到 175.6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 56.1%，湿地保护率达到 52%，治理沙化

土地 1.5亿亩。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完成，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稳步推进，300多种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纲要提出，面向“十四五”，我国将科

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草原保护

修复，强化湿地保护修复，加强野生动植物

保护，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做优做强林草产

业，加强林草资源监督管理等，推动林草高

质量发展。

我国力争202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