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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昆仑山，越唐古拉。2006年 7月 1
日，火车的鸣笛回响在雪域高原的长空，

向世界宣示：中国把铁路修到了拉萨！

山 不 再 高 不 可 攀 ，路 不 再 遥 不 可

及。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平均海拔

近 4000 米，全长 1956 公里，青藏铁路列

车“一日内到达”。

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青藏

铁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原

的沧桑巨变，带动了青藏两省区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如今，“现代交通网”在

雪域高原徐徐铺展，几百万高原儿女面

向未来的光明之路不断开拓向前。

梦想之路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

中第一次提到“拉萨兰州线”即青藏铁路

设想。当时的《纽约先驱报》记者端纳听

到这个设想后说：“那个地方连牦牛都上

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路呢？”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进藏”的梦想

付诸行动。

1959 年 ，青 海 省 境 内 运 营 里 程

121.14公里的兰青铁路正式通车，结束了

青藏高原没有铁路的历史。在兰青铁路

修建的同时，1958年 9月，青藏铁路西宁

至格尔木段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

开始大规模勘测。然而，受技术发展和

自然环境条件制约，1961年 3月，青藏铁

路工程暂停。

1974 年 3 月 ，青 藏 铁 路 重 新 上 马 。

6.2万名铁道兵再上高原，5年艰苦奋战，

1979 年西宁至格尔木段铺通，并于 1984
年正式投运。

“谁也没想到，4.01 公里长的老关角

隧道，一修就是 25年啊。”曾在 20世纪 70
年代参与老关角隧道修建的铁路退休职

工张生林告诉记者，关角山地质情况极

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当年，有 4名战

友牺牲在他的怀里。

2001年 6月 29日，经过漫长准备，青

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工程在格尔

木和拉萨同时开工。13万名青藏铁路建

设者挑战生命极限，依靠智慧与勇气，克

服了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等一

个个高原铁路建设的世界级难题。历经 5
年的艰苦奋战，青藏铁路终于建成通车。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青藏高原持

续增长的发展需求，党和国家进一步加

大青藏高原地区铁路建设的力度：兰青

铁路二线、青藏铁路西格段增建二线暨

电气化改造等一批重点项目先后建成

……

“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建成通车体现

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保障了这一伟大工程。”曾经参

与格尔木至拉萨段风火山隧道建设、现

任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总

工程师的李铜川说。

巨变之路

一条铁路正在加速青藏高原的发展

巨变。

“刚通火车时，拉萨车站周边还是农

田，火车站显得十分雄伟。这几年，周边

已是高楼林立，火车站几乎淹没其中。”

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斯郎

卓玛说，随着车站附近柳吾新区的迅速

崛起，拉萨车站正在逐渐“变小”。

火车站“变小”，折射的是拉萨市和

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与

此同时，拉萨车站发送和到达旅客人数

一直在逐年攀升。

“以前，进西藏比出国还难。青藏铁

路通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交通状况，促

进了西藏的产业发展，尤其旅游业，是通

车后受益最大、发展最快的产业。”西藏自

治区发改委铁路办副主任格桑次旺说。

记者日前在西宁、德令哈、格尔木、

拉萨等青藏铁路沿线蹲点采访时看到，

各车站售票窗口和互联网自动取票机

前，购票、取票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有

来自青海、甘肃、西藏的藏族群众，更多

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家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的拉日卓玛夫妇已是第三次陪同

81 岁的奶奶到拉萨。说起对西藏的感

受，拉日卓玛直呼：“变化太快了！拉萨

到日喀则的铁路通了！这次我们要带奶

奶去日喀则，圆奶奶的心愿。”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数据显示，2018
年，西藏自治区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达

到 3368.7 万人次，旅游收入 490 亿元，分

别 是 青 藏 铁 路 通 车 前 的 18.8 倍 和 21.3
倍。

运能由小到大，速度由慢到快，青藏

铁路见证着雪域高原的高质量发展。

拉萨西站货场是西藏最大的铁路货

运窗口。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藏公司”）拉萨车务段拉萨

西站党支部书记张卫东介绍，通过铁路

到达西藏的主要货物为水泥、熟料和钢

材等建材，其次是食品、百货等，从近年

来到达货物量的变化来看，西藏正掀起

新一轮建设高潮，当地群众的消费能力

也提升很快。

“拉萨西站开通运营之初，货场面积

只有 32 万平方米，日均卸货不到 50 车，

现在货场面积扩建到了 60 多万平方米，

最高日均卸 384车。”张卫东说。

青藏铁路改变的不仅仅是拉萨，也

不仅仅是西藏。德令哈、格尔木、安多、

那曲和当雄……这些被青藏铁路连接起

来的城市，如同高原明珠般熠熠生辉。

“德令哈到西宁的城际列车只需 4个

小时，铁路交通激活了这座高原小城，这

几年德令哈的特色工业和旅游业增长非

常快，人气一下旺起来了。”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发改委副主任达玉玲说。

青藏公司客货管理部副部长吴崇德

介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13年以来，货物

运 送 量 由 2006 年 的 2491 万 吨 增 长 到

2018年的 4810.1万吨，年增长率为 5.6%，

其中累计运送进出藏货物 4934.9万吨。

希望之路

青藏公司调度所里一派繁忙。休息

间隙，调度所副主任杨敏炯告诉记者：

“青藏铁路是全国铁路首次装设‘视频监

控系统’的铁路，全线装有近 3000个俗称

‘天眼’的摄像头，在调度所可随时调取

青藏铁路沿线的实时画面。”

先 进 技 术 解 放 生 产 力 。 杨 敏 炯 介

绍，青藏线格尔木至拉萨段的 58 个车站

中，有 51个实现无人值守，最大限度减少

作业人员的同时，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

高效运行。

“目前，青藏铁路的运输指挥和管理

均已实现远程化、信息化、智能化。”青藏

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王要武

介绍，格拉段通车 13年来，也是“低碳、环

保、绿色”铁路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的过

程。

建立冻土长期监测系统，探索高原

铁路冻土运营规律和冻土线路养护模

式；实施绿色工程，探索适应高原铁路特

点的环境保护管理模式；推进高海拔车

站和工区“绿色氧吧”项目，建立和完善

制氧供氧体系，保障旅客和铁路职工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青藏铁路格拉段

开通以来，青藏公司共承担各类科技课

题 200多项，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

等奖、铁道科技特等科研大奖。

随着青藏铁路的扩能改造和新建铁

路的修建，青藏高原向外辐射的西部铁

路网正在形成“东接成昆、南连西藏、西

达新疆、北上敦煌”的枢纽型路网结构。

2014年 8月，青藏铁路的首条延伸线

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运行，同年底，伴

随着兰新客运专线的开通，青藏高原进

入了“动车时代”。目前，青海格尔木至

甘肃敦煌铁路、青海格尔木至新疆库尔

勒铁路和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正加快建

设，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项

目前期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有望

年内开工。

青藏高原与祖国乃至世界的距离正

被不断拉近。

1979年出生于西藏昌都的洛松次仁

是青藏公司的一名动车司机，开过内燃

机和电力机车。“希望有一天，我能开着

动车到拉萨，让青藏高原的各族群众也

能享受到祖国的速度。”洛松次仁说。

晨光熹微，记者乘坐的 Z917 次进藏

列车驶过藏北草原。初夏的高山草甸，

在晨辉普照下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

“哇！快看，藏野驴！”一声惊叫让车

厢内的旅客激动不已。车窗外，两头藏

野驴在距离铁路不远的草地上悠然吃

草。

“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迁徙监测

数据显示，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率在逐

年上升。”青藏公司计统部工程师张彩虹

说，借鉴和吸收青藏铁路建设环保方面

的成果经验，未来的高原铁路将更加环

保、低碳。 新华社西宁6月12日电

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

间布局不做规划限制、支持向社会办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服务、社会办医可

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并享受相应

税 收 优 惠 …… 近 日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

范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助力社会办

医健康发展。

社会办医是健康服务业的重要

推手。多年来，随着市场新业态不断

涌现，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医疗领域社

会投资活力，但从长远来看，社会办

医还具备很大潜力。

鼓励社会办医，首先要解决人才

的问题。医院有好的医生，才有口

碑，人们才愿意去看病。当前，我国

的医疗专业人才集中在公立医疗机

构，这些医生在职称晋升、学术平台

等方面，都有一定优势，无形中阻碍

了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之间的人才

交流，也带来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的

落差。此次意见提出支持和规范医

师多机构执业，优化职称评审，意在

进一步打破人才流动的“弹簧门”“玻

璃门”，让核心优质的医疗资源得到

更合理的配置，发挥更大的社会作

用。

除了人才竞争力这一核心问题，

鼓励社会办医，还要在土地、财税金

融、保险、审批等方面，给民营医院创

造和公立医院一样的政策环境。我

国坚持公立医院为主体、社会办医为

补充，但二者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而是共存共赢、互相促进。此次意见

在审批准入、审核评价、校验服务等

方面，对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构一

视同仁，同等待遇，这无疑有利于打

破原有的资源配置行政框架，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公立大医院的“虹吸效

应”，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当然，也要强化社会医疗机构的

自律和监管，提高整体管理水平，真

正以提供给人们需要的优质医疗服

务、健康服务为目的，而不是一味想

着赚钱、赚快钱。

社会办医的质量，影响着全社会

健康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我国是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快，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日

益多层次、多样化。找准痛点，支持

社会办医，不仅有利于繁荣壮大健康

产业，更是为了调动全社会资源呵护

人民健康，助力建设“健康中国”。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于文静 韩佳诺）“中国

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招募大赛”评选结果 12日在北

京揭晓，评选得票率最高的“阿璞”成为“中国大熊猫国

际系列形象”的基础形象，将出现在系列影视及文创作

品当中，并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广泛使用，促进推广中华

文化。

记者从 12日举办的比赛评选结果揭晓暨系列推广

计划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五洲传播中心与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全球

招募大赛”于今年 2 月上线启动，收到来自 22 个国家的

2023份优秀作品，经过专家研讨、选手实地采风等，由中

外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综合网友投票结果，评选

出兼备艺术创意、文化内涵，凸显国际化和青年性元素，

展示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

五洲传播中心副主任井水清表示，希望以多元化

和新青年的表达方式推动大熊猫文化走向国际，更好

地借助大熊猫讲好中国故事，把大熊猫和大熊猫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升华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和推动者。

本次发布会中，以“阿璞”的形象为载体，五洲传播

中心与中国绿化基金会、爱奇艺、人民电竞、可口可乐、

中国民族品牌李宁等机构与品牌，就“有熊猫”（UPanda）
青年文化全球推广计划，联合发布了包括音乐、环保、公

益、时尚、影视等多个领域的后续推广内容计划。

新华社南京 6 月 12 日电 （记
者 邱冰清）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

县新安镇大吴村，三间主屋、两间边

屋，里面仅有一张牺牲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烈士吴书的照片，这里是吴

书故居。紧挨着故居，在吴书小学

原址、现大吴村村部办公室三楼，有

一间吴书纪念馆，保存着吴书生前

用过的物品、日记及介绍吴书生平

事迹的书籍等。

吴书，1916年出生于灌云县（现

灌南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 年

吴书考取省立连云港水产学校师范

班，毕业后担任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吴书担任校长

的小学被迫停课。面对强敌入侵，

国土破碎，吴书义愤填膺，欲投身抗

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吴书参加了

当地抗日团体“腊九社”，并成为骨

干。

1939 年 2 月，吴书加入中国共

产 党 。 1939 年 4 月 ，东 灌 沭（即 东

海、灌云、沭阳）一带抗日武装被改

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

支队第三团，吴书任三团二营教导

员。1939 年 7 月，三团团长汤曙红

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后，三团

被迫撤离东灌沭，吴书率部随团西

进。

三团撤离后，国民党顽固派及

反动地主的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

东灌沭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

中。上级党组织在西进途中派吴书

返回灌云，领导对敌斗争。回到灌

云后，面对白色恐怖和混乱局面，吴

书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积极开展

工作，后担任灌云县委书记。1940
年 1月，吴书利用各种关系团结社会

各阶层，成立了 30 多人的抗日兄弟

团。不久，抗日兄弟团发展到 100多

人，成为当地团结抗日的基础。

1940 年 8 月，八路军主力部队

挺进淮海地区。吴书抓住这个机

会，率领地方抗日武装组建滨海大

队，吴书任大队政委。1945年 4月，

吴书调任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独立

旅二团政委。同年冬，吴书转战东

北，开始了在东北的战斗生涯。

1947 年吴书担任 117 师政治部

主任，平津战役结束后，他率部挥师

南下，从河北打到湖北，从湖南打到

广西，取得无数次战斗胜利，迎来新

中国的解放。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吴书所在部队赶赴战斗前线。他率

领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

役，消灭大量敌人，沉重打击美国侵

略军的气焰。1951 年 2 月，第四次

战役揭开了序幕，吴书所在部队接

到任务，到敌后切断敌人逃跑的退

路。1951 年 2 月 10 日晚，部队遭到

敌 人 空 中 封 锁 ，敌 机 疯 狂 地 扔 炸

弹。吴书不幸负伤，倒在血泊之中，

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献出了

年仅 35岁的生命。

如今在大吴村，每逢清明节、中

元节等节日，当地村民都会开展纪念

活动缅怀吴书。“吴书同志坚定不移

的革命信念，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

模范执行党的指示、忘我工作的革命

精神，勇于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而

献身的崇高品德，都将永远留在我们

心中，鼓舞着我们前进。”大吴村村委

会主任吴士刚说。

新华社西安 6月 12 日电 （记者
李浩） 教育部 12 日在陕西省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解读《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2018-2022年）》。教育部科

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表示，《行动计

划》出台后，各高校积极响应，已经有

30余所高校制定了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方案，13所高校成立了乡村振兴学院。

《行动计划》旨在推动高校加快构

建服务支撑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体系，

计划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完善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强化高校科

技和人才支撑能力，显著提升高校服

务乡村振兴的质量，培养造就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使

高校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

和技术供给的重要力量、高层次人才

培养集聚的高地、体制机制改革的试

验田、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和

保障。

雷朝滋说，近年来，高校围绕乡村

振兴持续创新，通过“专家大院”“科技

小院”“科技大篷车”“百名教授兴百

村”等多种农业科技推广的新做法，将

高校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转化为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的产业新动能。据不完

全统计，39 所高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共建设了各类实验站 300 余个，院士、

专家工作站 500 余个，各类农业推广

示范基地和特色产业基地近 1400 个，

服务涉农企业 1700 余家，示范推广新

成果 1万余项，新增产值近 6000亿元。

6月11日，孩子们在球场上进行射门训练。
在沂蒙山深处的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西里

中学，一群酷爱足球的山里丫头，为了自己的足
球梦正在刻苦训练，汗洒绿茵场。

这群孩子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12岁，常
年坚持训练的有20多人。她们从小学就开始接
触足球，坚持利用课余时间和体育课进行训练。

为了鼓励更多的山里丫头练足球，学校专
门成立了足球社团，让她们接受集中、系统的训
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们在多项足球比赛中
屡获佳绩，在2018年还获得了全县中学生女子
足球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群执着于足球的丫头们说，足球让她们
变得更坚强、更勇敢，训练就算再苦再累，也要
坚持下去，向更高的赛场迈进。

新华社发（赵东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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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书：赤诚卫中华

这是吴书像。 新华社发

教育部：引导高校服务乡村振兴
已成立13个乡村振兴学院

“中国大熊猫国际形象设计
全球招募大赛”评选结果揭晓为社会办医营造良好环境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开拓雪域高原的梦想之路
——来自青藏铁路的蹲点报告
□ 新华社记者 陈凯 骆晓飞 李键 白玛央措

山里丫头的足球梦山里丫头的足球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