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传承

清晨 8 点，四川康定，一队来自成都的单

车骑行队伍向着晨曦中的折多山进发。160

公里外的雅江县相格宗村，藏族大叔布珠正

将热腾腾的酥油茶斟进客人的茶碗。

900 公里外的西藏八宿县，值勤人员仔

细拭去挡风玻璃上的霜雪，开车驶出驻地，

开始了一天的道路巡护。

从成都到拉萨 2000 多公里的川藏公路，

是旅行者的探险之路；是祖国内地向雪域高

原源源不断“输血”的发展之路；也是一代代

修路人、护路人的精神传承之路。65 年来，

代代川藏线人和沿线的群众，用奉献、牺牲、

善良、淳朴共同在这条天路上书写传奇。

今天的川藏公路，南线 2146 公里，北线

2412 公里，穿越横断山脉，连起雪域高原与

四川盆地，串起城市、集镇、田野、牧场，揽尽

雪山、海子、森林、草甸……

如今，一位身体素质良好、经验丰富的

单车骑行者骑完川藏南线一般需要 22 天；一

趟行程相对宽松的自驾需要 7天。

“选择骑车走川藏线，就是想考验自己，

看看在极度艰难的状态下，会与一个怎样的

自己相遇。”成都骑友周菲的想法，代表了许

多人踏上川藏线的目的。

对旅行者而言，川藏线是一条从仙境掉

落凡间的绝美之路。它给人们提供了在苍

茫天地间体悟坚持、挑战、发现与不断超越

自我的契机。

骑行圈里有一个公认的统计——从成

都出发，能全程骑着自行车抵达拉萨的人不

到两成。从康定到折多山口，这段连续 33 公

里、海拔从 2560 米骤升到 4298 米的爬升，让

许多骑行者在此止步。

骑行尚且艰难，没有公路的年代，茫茫

雪域行路更是难于上青天。

川藏公路通车前的 1300 多年，维系藏汉

之间的商贸往来、文化互通的是蜿蜒在崇山

峻岭间的茶马古道。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筑

路就遭遇过多次失败。

保持西藏交通线的畅通，是西藏发展和

维护祖国统一的关键。1950 年，新中国百废

待兴，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政方针和日程已

经从决策来到了实施。

中央一声号令，10 万筑路大军怀着“把

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信念，翻雪

山、战江河、斗严寒。与筑路同时开展的还

有与分裂势力、敌对势力做坚决斗争。

川藏公路堪称地质灾害的博物馆，沿线

高山峡谷、激流险滩，地震滑坡、泥石流、雪

崩等灾害频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尚

弱，筑路只能靠人力使用炸药、铁锤、钢钎、

铁锹等简陋工具，同时还要克服物资匮乏的

困难，挑战生理极限。

天险二郎山、红色泸定桥、天路十八弯、

滔滔金沙江、绝壁怒江沟、风雪雀儿山……

记者寻访川藏线的每一站，总有悲壮的往事

令人动容。

99 岁的十八军老战士魏克还记得，1950

年，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把自己吊在近

乎垂直地面的半山腰，一人扶着錾子，一人

挥舞铁锤，以每公里牺牲 7 人的巨大代价，硬

生生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155 团 3 营

在生达山遭遇大风雪，全营 450人，冻死 1人，

冻伤 7人，雪盲 150人。”老人在日记中记录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但他如今依然挺直腰

板对记者说：“山再高，没有我们的脚底板

高；困难再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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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 5 包菜籽。他在日

记里写着，要让这些幸福的种子在高原上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甘孜县城 4 公里外，雪山佛寺之侧静卧

着一排排窑洞——那是战士们修筑军用机

场时，为不惊扰当地居民而挖出的施工住

房。一天夜里天降大雨，窑洞顶盖崩塌，9 名

女战士没能逃出，平均年龄仅 20岁……

西藏芒康县如美镇竹卡村，拉乌山和觉

巴山之间，湍急的河流日夜不停地冲刷着澜

沧江大桥的桥墩。“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

山还重。”桥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毛主席的

题词。滔滔江水见证了上世纪 50 年代一个

排的战士因守桥而壮烈牺牲。

西藏八宿的怒江大桥旁，一座孤独的老

桥墩静静矗立，往来车辆路过时，总会鸣笛

致敬。据十八军后人介绍，工兵 5 团一位战

士修桥时过于疲惫，不慎掉入了正在浇注的

桥墩中，成了永远的纪念碑。

桥墩对岸的岩壁上，一幅《排长跳江图》

石刻画清晰可见。当地干部介绍，当年十八

军 162 团一个排在怒江沟炸山开路，因谷狭

难以躲避炸出的飞石，待完成炸山任务时只

剩下排长一人，其余全部牺牲。排长悲伤不

已，纵身跳入奔腾的怒江，追随战友而去。

为了纪念他，人们刻下了这幅画。

1954 年 12 月 25 日，川藏公路终于与另

一条堪称“人类开创史之壮举”的青藏公路

同时开通。自此，现代文明的光芒照进高

原，将古老文明带入了新纪元。为筑路而牺

牲的 3000 多名战士，化为一路上永恒的里程

桩。

在通车后的 65 年里，川藏公路经历过多

少次修缮、改道，没人能记得清，但一代代川

藏线人的智慧和勇气一直都在。

2012 年，一条海拔 4300 米、长达 12 公里

的隧道在“川藏第一险”雀儿山动工，历时 5

年，克服了冻土、涌水、断层、岩爆，终于将这

条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特长隧道打通。

“这等于带给德格县第二次解放！”一位

常 年 在 川 藏 线 上 跑 运 输 的 藏 族 司 机 罗 桑

说。过去，雀儿山是川藏线上的鬼门关，隧

道将过去需要两个多小时，要提防雪崩、泥

石流的危险路段缩短到 10 分钟之内，车流量

从 1500辆增加到 5000辆。

雀儿山隧道通车的那天，曾双全哭了。

告别了 18 年的苦寒与孤独、青春与奋斗，他

只带走了一张油漆斑驳的木桌，如今安放在

折多山下的养护站宿舍里。

1998 年，来自四川简阳农村 28 岁的曾双

全，为了实现“开上推土机很神气”的梦，来

到了雀儿山五道班，一干就是 18 年。道班距

离 5050 米的垭口不到 2 公里，是世界上海拔

最高的公路道班。他是第 17 任班长，也是最

后一任。

山里冬季最冷时气温达零下 30 至 40 摄

氏度，寸草不生的大山上含氧量只有平原地

区的一半。“鬼招手”“燕子窝”“老虎嘴”……

一个个名字背后是道路的险峻。每一次风

雪遮天、进退无路的时候，都是他第一时间

开着推土机，向最危险的地方挺进。

2005 年 1 月，他遇到雪崩，推土机被打到

悬崖边，下方是万丈悬崖，雪越积越多，眼看

就要掉下去。他急中生智爬出了推土机，脚

刚沾到地面，看到路上排成长龙的车队，他

又铲开积雪，爬回推土机，慢慢往后倒，一小

时、两小时、五小时……悬空的推土机终于

回到路面。推完积雪已是深夜，道终于通

了，曾双全再看之前推土机轮悬空的地方，

腿一下软了。

雀儿山隧道打通后，他和工友们告别了

伫立风雪中 63 年的道班，来到了折多山，继

续公路养护工作。但 18 年与风雪相伴的岁

月还常常出现在梦里，让他深夜醒来时，不

知身在何处。

重走川藏线的过程中，记者遇到过许多

像曾双全这样的人。3000 多战士献身的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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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依然

流淌在川藏线人的血液中。

天路绝美，又绝险。据统计，川藏公路

西藏段有直接危害的各类灾害点近 2000 处，

直接危害长度达 220 公里，平均每公里内分

布有灾害 1.23 处、危害长度近 200 米。正因

如此，川藏公路在西藏境内的近 800 公里由

武警交通部队负责养护。

翻过海拔 4658 米的业拉山，走过曲折的

“七十二道拐”，还没见到怒江，便听到惊涛

拍岸声。跨过怒江大桥，是 13.8 公里的怒江

沟。川藏公路在这里收窄，路旁一侧是风化

严重的山壁，一侧是滚滚江水。

“英勇顽强，征服怒江。”岩壁上，十八军

当年筑路时留下的标语清晰可见。

怒江沟被称为川藏线上的“死人沟”。

在许多路段，抬头只见岩体，根本望不到天。

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十六中队老兵

白刚 2006 年来到怒江沟服役，已记不清多少

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来自延安，姨夫和叔

叔是第一批进藏的交通兵，参加过青藏线建

设 。“ 他 们 一 直 告 诉 我 ，吃 苦 ，是 做 人 的 本

分。”白刚说。

白刚在怒江沟参加过 100 多次抢险，受

过 10 多次伤。“当兵的，战争时期是炸碉堡、

堵枪眼，和平年代就应该往最危险的地方

冲。”

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 1996 年成立，负

责西藏境内 782.5 公里川藏公路和 2080 公里

新藏公路的养护工作，23 年来已有 20 多位战

士以身殉职，长眠在天路。

“9 年了，这条路上的雪山依旧，星空和

黎明依旧。客栈还是这么温暖，布珠大哥还

是这么热情。每一片垭口的风马旗、每一座

路旁的白塔都是我的旅伴。神山圣湖并不

是终点，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

上。”离开康定两天后，周菲坐在剪子弯山下

相格宗村的布珠民居客栈里，在旅行日记中

写下了这段话。

这条天路上，有人与自己对话，找到了

内心的宁静；有人邂逅温暖，找到了人间真

情。

55 岁 的 布 珠 和 妻 子 邓 珠 翁 姆 19 年 前

告别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为往来游客提供

暖床、热饭。这家看似普通的客栈之所以

成 为“ 网 红 ”，并 非 只 因 热 情 服 务 、诚 信 经

营。

62 岁的徐朝日，2018 年徒步川藏线时住

在客栈。今年，他重返川藏线，自从 6 月住进

布珠家，就再也没有离开。曾是电工的他，

平时帮客栈维修电路，做家务，俨然布珠家

的一员，客栈也不收他任何费用。

这样的事，在布珠家时常有——每当游

客有了困难，他们总是倾情相助，一位上海

的游客曾在他家免费吃住长达 4年。

真诚、淳朴、善良、包容，许多游客在布

珠家感受到比自然风景更启迪人的心灵之

美。写满留言的墙上，人们称这里为川藏线

最美丽的驿站、最温暖的家。

这样的温情故事，如同开遍高原的格桑

花。

从 四 川 都 江 堰 到 西 藏 拉 萨 ，常 年 跑 货

运 的“ 卡 嫂 ”赵 春 秀 和 丈 夫 走 一 趟 需 要 13

天。在高原上多次见证生死，孤独的旅途

中，他们在与其他“卡友”会车时，会打个喇

叭、路上来一次聚餐。他们经常与素未谋

面的“卡友”分享路况，也会随时关注卡友

群里的求助信息，“虽然这条路一年四季在

下雪，气温很低，但大家互帮互助，心里是

热乎的。”

人性之美，还闪耀在川藏线上一抹流动

的绿里。在甘孜与德格之间往返了 29 年、行

程 140 多万公里的藏族邮车司机其美多吉，

邮车里总是带着红景天、氧气瓶，风雪阻路

的雀儿山上，他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

命。

而回望川藏公路修筑之初，军民一家、

藏汉团结的故事，同样如格桑花般开遍高

原。“路修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1950

年，第一批支援筑路大军进藏的 6000 头牦牛

就 来 自 甘 孜 州 的 扎 溪 卡 草 原 。 1953 年 到

1954 年，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河谷和工布

江达 48 个宗 17000 名藏族民工参与川藏公路

西线建设。

在 一 代 代 人 的 努 力 下 ，如 今 的 进 藏 交

通 ，历 经 多 次 升 级 改 造 ，已 经 不 复 往 日 艰

难。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机

场，还有通乡的油路、通村的硬化路，已在藏

区构筑起便捷、迅速的立体交通网。它们如

同千万条吉祥的哈达，让雪域高原的奇绝风

光，转化为旅游黄金线路，成就了一道道自

然与人文交织的美丽风景。

在离开康定 22天，经历了 3次爆胎、数次

大雪、狂风和头疼欲裂的洗礼后，周菲终于

骑车抵达拉萨。“这一路，如同一生。”他在朋

友圈里写道。

在他出发的地方，折多山迎来入冬后第

三场大雪，曾双全再次发动了铲雪车。他

说，那感觉就像回到了从前。而折多山下，

一条新的隧道正在建设中。

（记者 惠小勇 段芝璞 陈天湖 吴光于 张

京品 谢佼 胡旭 参与采写 江宏景 张海磊 刘

洪明 王迪 杨进 康锦谦 唐文豪 洛卓嘉措）

（新华社成都12月 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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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出发

格 桑 花 开 满 天 路
——写在川藏公路通车65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最美的风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

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的意见》近日发布。意

见明确指出，实施公平统一的市

场监管制度，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这为营造更好环境，支持民

营企业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民营企业是推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

革，一大批为市场主体诟病的审

批权下放，让包括民营企业在内

的各类市场主体享受到巨大的

政策红利。但简政不是减责，而

是更有效的监管、更优质的服

务。这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

治理水平都提出更为艰巨的考

验。

该管的管到位，首先要公

平。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公平对待。以制度构建规范政

府监管，通过信用等制度体系建

设对所有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统

一监管。同时要深化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各类

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

该管的管到位，关键是不缺

位、不越位。要创新服务模式，经常性倾

听企业意见、诉求，创造性实施“一企一

策”“精准滴灌”式服务，指导企业用好惠

企政策，努力打造对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要坚持“法无授

权不可为”，在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

坚持存量清理和增量审查并重，持续清理

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要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真

正落到实处，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

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

入；切实推进我国产业政策由差

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

转变。

该管的管到位，核心是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在制定实施涉

企政策时，既要让相关企业有表

达诉求的通道，更要充分听取企

业的意见建议，对合理的意见建

议，真正做到政策制定时“听进

去”，政策出台后“有反映”。要

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杜绝

“拍脑瓜”定政策，根据实际设置

合理过渡期，给企业留出必要的

适应调整时间，政策执行要坚持

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要理

直气壮地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只有稳定企业预期，才能

真正稳住投资，稳住企业家改革

创新的良好势头。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

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准入难、

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

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

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

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亟待完

善有关制度，出台切实管用的政

策举措加以破解。从政府的角

度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管到位”这个大

课题，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意识，切实提高

政府治理能力，为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

型升级、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强

大助力。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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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福建分会场

集中示范活动在三明市泰宁县下渠镇举行。

图为东南眼科医院医务人员在泰宁县下渠镇“三下

乡”活动现场为当地群众义诊。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义 诊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 梁书斌）

巡逻中遇四名歹徒持刀袭击，哈尔滨市

太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员栾军与

其展开殊死搏斗，拼尽全力开枪击中一

名歹徒后壮烈牺牲，用生命捍卫了自己

的誓言。

栾军，生于 1959 年 7 月，中国共产

党员，1982 年参加公安工作，曾任哈尔

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太平公安

分局新乐派出所民警、太平公安分局刑

警大队侦查员。

1998 年 6 月 28 日下午，太平公安分

局刑警大队第三中队的刑警兵分数路，

深入易发案部位巡逻，本不当班的栾军

主动请缨参战。

16 时 30 分许，栾军穿着便衣，带领

三名治安积极分子在松花江沿岸一带

巡逻，行车至临堤街马家沟河坝下。因

这里曾多次发生抢劫案，栾军等人对这

一地带展开搜索。此时，歹徒徐承恩、

徐延中、孙志刚、于建伟正隐藏在这里，

伺机进行抢劫。

当栾军搜索到堤下花园时，歹徒徐

延中、孙志刚突然从树丛中窜出。栾军

刚喝问一声：“干什么的？我是警察!”

两名歹徒已窜至近前，不由分说举刀就

刺。这时，歹徒徐承恩、于建伟也从坝

上窜下来，四名歹徒围住栾军猛刺。

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栾军与

四名歹徒展开殊死搏斗。搏斗中，栾军

拔出手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歹徒

徐承恩左大腿击中。歹徒们见势不妙，四散奔逃。

栾军胸部、腹部、背部、肋部、腿部被刺 23 刀，壮烈牺

牲。“当天下了雨，可能是老天垂泪吧。”栾军的同事、道外

公安分局刑侦二大队政委王宏杰说。

在附近搜索的三名治安积极分子听到枪声，迅速向

出事地点冲去，将正在逃跑的徐承恩、于建伟擒获。次日

中午，另两名歹徒徐延中、孙志刚也被抓获。经审，四人

均是惯犯，两个月内在佳木斯市、鹤岗市抢劫五次，手段

残忍，造成一死三伤。

“这么多年都没遇到这么凶残的歹徒。栾军弹夹内

五发子弹打出 4 发，他拼尽了最后的力气。”王宏杰说。

在入党申请书中，栾军写道，干民警这一行就意味奉

献和牺牲，要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困难和危险面前挺身而出。他确实做到了。

1998 年 7 月 8 日，栾军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战线一

级英模称号。7 月 20 日，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

烈士。

从警十几年，栾军始终把打击犯罪作为天职，参与破

获刑事案件 31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4 名。栾军工作中

有股拼劲儿，为侦破一个系列抢劫出租车案，他曾在农村

地区连续蹲守一个多月。

平时栾军总是乐呵呵的，随和而谦让。事发当天上

午，刑警大队内勤周英楠曾和他沟通业务量统计的事，二

十年过去了，当年栾军的回答她还记着：“都给年轻的同

志吧，我什么都不要。”

在妻儿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时回到家

衣服都没脱，接到电话又出门了。“有时母亲早上告诉我，

父亲昨晚回来了，我还没起他又去上班了。”儿子栾洋说。

父亲牺牲时，栾洋只有 12 岁。子承父业，栾洋后来也

穿上警服，和父亲的同事们一起战斗。如今，栾洋已成长

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连续三年在哈尔滨市刑侦战线排名

中名列前茅。“父亲给我的不仅是光环，还有压力，我必须

更加努力地工作。”栾洋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栾洋始终记得穿上警服的第一天

母亲对他说的话:“儿子,别给你爸丢脸。”

栾
军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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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24日电（记者 于文静）近年来，农

业农村部加快推进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确定了

100 个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围绕土壤质量、农业环

境、植物保护等 10 个领域开展观测任务。目前，已逐步构

建起“金字塔”式的农业科学观测体系。

这是记者 24 日从农业农村部召开的国家农业基础性

长期性科技工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金字塔”式

的农业科学观测体系依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相关技术

机构等单位建设，以农业科学观测数据中心为“塔尖”、农

业科学观测实验站为“中坚”、农业生态环境国控监测点为

“塔基”，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提供了重要数据

支撑。

据了解，我国已在 31 个省区市布设了 4 万多个农产品

产地土壤环境国控监测点，100 个国家农业科学观测实验

站，持续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监测工作，11 个科学数据中心

已积累了海量基础性数据和材料。

据悉，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土壤肥力长期定位

观测工作以来，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在南方红壤改良、

草地贪夜蛾等重大农业病虫害预警、小麦条锈病有效防

控及黄淮海区域中低产田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了一支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农业科学观测研究

队伍。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围绕科学问题、产业问题、方法

问题加强统筹谋划，进一步健全数据共享应用、分类评价

考核等机制，加大基础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农业

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农村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加快推进科技兴农强农

“金字塔”式农科观测体系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