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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拉萨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拉萨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每天有参观者前来祭奠每天有参观者前来祭奠。。这里这里，，长眠着为进长眠着为进
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

时光流逝时光流逝，，这些英雄儿女和一代代后来人共同凝聚的这些英雄儿女和一代代后来人共同凝聚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苦、、特特
别能战斗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奉献””的的““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激励各激励各
族干部群众创造了族干部群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的人间奇迹，，书写着新时代书写着新时代
雪域高原的崭新篇章雪域高原的崭新篇章。。

雪域高原上的赞歌
——“老西藏精神”述评
□ 新华社记者 刘硕 王琦 张京品 王泽昊

胸怀大局：“党让我们去
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
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亟待改变国

家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工业布局不

合理、西部高教力量薄弱，是横亘在

国家经济建设面前的两座“大山”。

彼时已在上海创立近一甲子

的交通大学，培养出了钱学森、吴

文俊、黄旭华等一批杰出人才。

1955 年，党中央作出决定：交

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至陕西西安。

消息传来，振奋的情绪在交大

师生间涌动，“党让我们去哪里，我

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为建设国家

而拼搏开拓的崇高使命，深深吸引

感召着老一辈西迁人。1956年，他

们义无反顾踏上首批西行的列车。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

腾的黄河长江。”87 岁的西迁老教

授潘季还清楚地记得出发那日的

情景，交大人满怀着憧憬和希望，

车厢里回荡着欢快的歌声。

我国电机工业的奠基人钟兆

琳，带头西迁时已近花甲之年。他

说：“如果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

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

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

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了

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

信于西北人民！”

将瘫痪在床的妻子安顿在上

海，钟兆琳只身一人来到西安，在他

的努力下，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成

为国内第一个基础雄厚、条件较好、

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电机系；

我国热力工程的先驱陈大燮

教授，处理掉上海房产，举家西迁，

临终前把毕生积蓄捐给学校设立

奖学金，以奖励优秀的研究生……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

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

忆江南！”1957 年发表在校刊上的

这首《忆江南》，道出了西迁人奉献

青春、挥洒汗水的豪情壮志。

如今的西安交大校园，一间间

校舍、一棵棵草木，都诉说着这一

段火热的岁月——

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千名工人 1

年内完成了十几万平方米的校园

建设任务；前后共有 200 多节火车

车厢的物资运往西安，大到仪器设

备，小到一个教具，都无一损伤；从

南 方 运 来 的 梧 桐、雪 松 等 各 类 苗

木，给黄土地披上了绿衣……

一所大学所肩负的使命，与祖

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一甲子时光荏

苒，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秀人才在

祖国的西部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艰苦创业：“向科学进军，
建设大西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粉色

的车票，承载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记

忆。那是 1956 年交大人的西迁专

列乘车证，上面印着一句话——向

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迁校之初，这所麦田中的大学

是南方学子从未见过的景象：马路

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

水泥街，毛竹搭建的草棚大礼堂冬

冷夏热、顶棚透光……

艰难困苦阻挡不了西迁拓荒

者创业创新的理想信念。至 1956
年 9月，包括 815名教职工、3900余

名学生在内的 6000 多名交大人汇

聚古都西安，新校园也从一片麦田

中拔地而起。

1956 年至 1959 年交大西迁期

间，先后兴办了 17 个新专业；西安

校园的实验室面积是上海老校区

的 3 倍，有些实习工厂的条件和环

境在当时属于一流。以此为基础，

交通大学在西安的科研事业迅速

开展起来——

以交大为基础成立了中科院

陕西分院，西安自动化研究所等一

批研究所相继组建；产生一大批科

研成果，取得了国内科研史上的多

个第一……

64年前，18岁的陶文铨初到西

安入学报到时，交通大学马路两边

新栽的梧桐还只有手臂粗细，如今

已长成参天大树。和梧桐树一起

扎根于此的陶文铨，也已是西安交

通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教授。这

位八旬院士坚守三尺讲台已 50 余

年，他指导过的学生中，已涌现出

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多位

国家栋梁。

“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西迁精

神是潜移默化的——那时候，看到

很多老先生这么做，我们也就这样

做。”陶文铨说，自己只是西迁大树

上的一片小叶。

从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金属

材料学家周惠久，到计算机科学家郑

守淇，再到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学

家郭烈锦……一代代交大人薪火相

传，用科学服务祖国建设，培育了大

批扎根西部、建设地方的优秀学子，

把西迁精神播撒在黄土地上。

赓续血脉：西迁大树根深叶茂

六十五载初心不改。深度融

入国家建设发展，如今的西安交大

已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人才中心

和科教高地。

西安以西，由西安交大建设的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聚来一大批

世界顶级学术机构，建立了若干国

际联合实验室……

2020 年 4 月，在陕西考察的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勉

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

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老一辈交大人用爱国奋斗实

践熔铸而成的西迁精神，已成为一

代代交大人用实际行动践行青春

梦想的坐标。

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一

间实验室里，28岁的西安交通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博士宋思扬正和团

队的师生一起做着实验。今年毕

业后，他选择留校继续从事高精度

控制技术研究工作。

“相比于西迁前辈们在艰苦环

境中开拓科研平台，我们应该更加

珍惜今天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时代

机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做研究。”

宋思扬说。

接续传承，不辱使命。西迁 65
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近 30
万 人 ，其 中 一 半 以 上 在 中 西 部 工

作；培养出的 51 名中国两院院士

中，近一半扎根西部。

“西迁精神已然成为交大人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印记，激

励一代代交大人勇担国家使命，扎

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西

部 发 展、国 家 建 设 贡 献 智 慧 和 力

量。”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卢建军说。

秋去冬来，西安交大内的梧桐

树开始褪去金黄，为下一个春天积

蓄力量。这些西迁而来的梧桐树，

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岁月，孕育

着未来的勃勃生机。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胸怀祖国 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述评

□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许祖华

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是爱国知识分是爱国知识分
子建设西北的一次长征子建设西北的一次长征。。

6565年前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工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召，，告别繁华的上海告别繁华的上海，，来到古都西安来到古都西安，，在一片原野麦田中在一片原野麦田中
拉开了扎根西部的序幕拉开了扎根西部的序幕。。西迁人的爱国奋斗孕育出了西迁人的爱国奋斗孕育出了
伟大的西迁精神伟大的西迁精神。。

20202020年年44月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西西
迁精神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与
党和国家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具有深刻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意义和历史意义。。

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知识分子群体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知识分子群体
爱国奋斗的时代坐标爱国奋斗的时代坐标。。这一精神力量这一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知识激励着一代代知识
分子忠于祖国人民分子忠于祖国人民、、担当责任使命担当责任使命，，书写新的时代答卷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精神，锻造于高原

拉萨火车站，一列列客运列车频繁进出，往

来客流源源不断；拉萨贡嘎机场，设施先进的新

航站楼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旅客。

在和平解放前，偌大的西藏没有一条公路，

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

半年到一年时间。

进藏之路，难于蜀道。当年进藏女兵李俊

琛曾回忆：“每个人的背负重量不少于 50 斤。

翻越大雪山时大家都嘴皮发紫，面色苍白，只能

艰难地张嘴喘气，许多人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

的……”

在与恶劣大自然的斗争、较量中，精神得以

锻造。

西藏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空气中含氧量

仅为平原地区的 60%。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战

士时常出现脸肿、流鼻血、头晕等症状，不少战

士牺牲在进藏路上。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

是精神。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前赴

后继，发扬“老西藏精神”，矢志艰苦奋斗。

2021 年 6 月 25 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通运

营。经过 6 年多的建设，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

者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攻克高原铁路多项难

题，终于建成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世界屋脊”

进入“复兴号”时代。

从电视里看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

起当年解放西藏的历程，居住在四川成都 88岁

的十八军老战士薛景杰感慨万千。

当年,薛景杰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踏上了和

平解放西藏的艰难之旅。“途经那曲时，海拔是

4550米，外面气温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水面上

全是冰块。有的战士到拉萨后就不行了，动手

术把腿锯掉了。”

“那时候没路，缺氧，吃穿保障跟不上，但战

士们硬是克服困难挺进了拉萨，解放了西藏。

‘老西藏精神'正是发端于 70多年前西藏和平解

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老人说。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川表示，“老西藏精

神”铭刻于一代代建设西藏的干部群众基因中，

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波澜壮阔历史的生动

见证。

精神，扎根在高原

“无垠戈壁绿一丛，历尽沧桑骨殷红；只缘

根生大漠下，敢笑翠柏与青松。”翻开厚厚的《孔

繁森日记》，这首孔繁森写于 1993 年 6 月的诗

作，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极端环境下不畏艰苦、坚

定乐观的精神。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被称作

“世界屋脊的屋脊”。20多年前，时年 50岁的孔

繁森因公殉职。生前，孔繁森两次援藏，后又留

藏工作。

“这需要克服极大困难。那时候，他的母亲

高龄，妻子身体不好，三个孩子尚年幼。”孔繁森

同志纪念馆馆长高杉说，“孔繁森等干部身上体

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境

界。”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发扬

“老西藏精神”，舍小家顾大家，克服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扛起

了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大旗。

1951年至 1978年，中央从全国调派三万多

名干部到西藏工作；1994 年至 2020 年，有九千

多名优秀干部援藏。

海拔 5000多米的双湖县，是全国海拔最高

的县。中石油干部梁楠郁，在这里援藏三年到

期，尽管血压、血脂、尿酸都偏高，但思量再三，

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援藏事业。

梁楠郁说：“学习‘老西藏精神’，首先就是

要讲政治，服从组织安排，讲党性，讲境界，到党

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精神，传承在高原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

更高——从“老西藏精神”的缔造者，到一代代

实践者、传承者，“老西藏精神”在赓续中焕发出

跨越时空的力量。

“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低，刚来的时候脑子经

常是木的，在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一

种考验。”对 2019年 7月从西安刚到阿里工作时

的情景，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里分院副检

察长贺军记忆犹新。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到县乡调研工作常常

要驱车数百公里。进藏两年多，贺军的嘴唇变

成 了 深 紫 色 ，早 已 晒 黑 的 脸 上 泛 起 了“ 高 原

红”。回顾援藏以来所做的工作，他说，援藏工

作虽然艰苦，却是最光荣、最无悔的选择。

恶劣的高原环境，对于西藏本地干部同样

是严峻的挑战。

那曲市安多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秋加是土生

土长的安多人，大学毕业后就没离开过安多。

皮肤黝黑的秋加，走路一瘸一拐。由于痛风严

重，脚已经变形了，不得不穿大几码的鞋子。

“安多条件虽差，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

干部，只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服务群众，才能

不负组织的期望。”秋加说。

西藏自治区审计厅原驻村干部阿旺卓嘎，

生前在墨竹工卡县扎雪乡等地驻村，原本驻村

是一年一轮换，可她在基层一干就是 4年多，最

后牺牲在驻村一线……

正是有无私的奉献、伟大的牺牲，才有了今

天翻天覆地的巨变。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 1951 年的 1.29 亿元

增加到 2020 年的 1902.74 亿元；2020 年农村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4598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156 元，比

上年增长 10%……在“老西藏精神”感召鼓舞

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凝聚起干事创业的不竭

动力。

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

来，“老西藏精神”必将引领高原儿女建设好团

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试运行的复兴号列车行驶在桑日县境内（6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1959年拍摄的西迁后的交通大学校园一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上接1版）
9月 17日和 9月 21日，吕梁运动员苏辰又

一举夺得大金属地掷球男子准确抛击和塑质地

掷球男子三人赛项目两枚金牌。其实早在 2019
年，苏辰就代表吕梁在“二青会”上获得了 1金 1
银，这一次，他再创佳绩，成为了群众口中的“大

力水手”。他说：“地掷球比赛，不仅需要体力和

技术，还需要钢铁意志和良好心态；既要克服身

体问题，又要克服心理障碍。”目前，苏辰又在努

力备战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只要赛前准备做好

了，就一心上战场吧！”苏辰信心满满。

此外，滑板（女子碗池）项目中，吕梁输送的

运动员张鸿飞获得第 5名；田径项目男子 20公

里竞走比赛中，吕梁输送的运动员温永杰获得

第四名；毽球青年组女子三人赛中，我市运动员

康辉与太原、大同运动员默契配合，摘得铜牌；

田径项目男子 50公里竞走决赛中，吕梁输送的

运动员王榛浩以顽强的毅力，获得第七名……

捷报频传，“全运会”的成绩惊艳了全市人民。

第三战：“全民健身”全面上阵

行千里，致广大。即便在寒冷的冬季，行

走在吕梁大地，也会发现，随着健身音符的跳

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居民小区还

是休闲广场，男女老少都动了起来，都在尽情

享受着健身带来的快乐。

2019年以来，市体育局围绕“强健体魄、阳

光生活”主题，有效发挥体育设施功能，势必要

让全民健身活动全面上阵。完成全市 26个行

政村农民健身工程和 18个移民新村精品工程

的器材申报、审核、安装工作，新增健身步道

（吕梁沿黄旅游路线）200千米，打造城市“8分

钟健身圈”，以及免费开放或低收入开放吕梁

体育场、吕梁游泳馆、吕梁体育馆等健身阵地，

纷纷为市民打开了“健身之门”。

尤其是吕梁体育场和吕梁游泳馆历史遗

留问题的出色解决，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片叫

好。10余年来，吕梁体育场三扇“方便后门”违

规开放，住户和商家认为“后门”开得理所当

然，然而广大市民的“心门”却堵了很久。市体

育局直面困难、敢于碰硬，彻底封堵了三扇“后

门”。今年 10 月 1 日，修葺一新的吕梁体育场

顺利开放，成为市民健身休闲的打卡地。吕梁

游泳馆是中央处理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

的重大交办信访案件，市体育局将此事作为头

等大事，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终于在 2020年 9
月办结了这起头疼官司。商户能安心经营了，

市民也能尽情游泳了。

体育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让市民的体育

生活丰富多彩了起来，除了平时的休闲健身，

竞赛活动也变得精彩纷呈。吕梁市首届钓鱼

锦标赛，满足了广大钓鱼爱好者的竞赛需求；

吕梁市白马仙洞健康彩色跑，让参赛者得以释

放压力、展现活力，体现了“参与、娱乐和色彩”

的完美结合；第二届环太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黄河赛段比赛在临县碛口古镇鸣枪开赛，这是

沿黄旅游公路建成后对外的首次展示；薪火传

承·中国健康跑暨吕梁红色马拉松赛荣获“全

省十佳赛事”殊荣……市、县 (市、区)体育部门

开展的一系列体育比赛和活动，辐射和带动近

百万人，形成了“天天有健身、月月有活动、季

季有赛事”的全民健身热潮。

“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

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迎

战，提高竞技体育水平，为全市、全省的体育事

业再添辉煌！”马小军表示。

是赛事，也是“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