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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承建施工的“曲水县级农牧业防抗灾物资储备库建设项目”现已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已全

部结清，如有异议，请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处理。

联系人：达娃次仁 联系电话：13908918365

特此声明

四川佳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5日

声 明

西藏宇泓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培荣变更为“刘秉忠”，公司住所由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

区文化街道浙江小区二期 B19 栋 3 号迁入“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哈达滨河花园西区 5 排 17 单元 306 号”，现声明公司原公章

（编号：5424011000099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宇泓劳务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5日

声 明
西藏康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住所由西藏拉萨市诺吉花园 5 栋 3 单元 7 层 2

号变更为“西藏仁布县康雄乡帕夏村 4号”。

特此声明

西藏康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5日

声 明

拉萨市阿若康巴尼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因公司住所变更，现注册地址拉萨市文成公主文化旅游主题园 F 区 4 号楼 1 单元

1、2、3、4、5层，本公司在原地址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与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及受让方无关。

特此声明

拉萨市阿若康巴尼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5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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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据新华社北京电（王逸涛 罗金沐）献

身强军实践的兵棋专家张国春去世 4 年多

了，每年 10 月 15 日，国防大学和他的战友

们都会以各种形式举行悼念活动。

张国春，黑龙江克东人，1969 年出生，

1987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电讯工程

学院。毕业时，在同学的留言簿上，他写

下了“命为志存”的献身国防事业的誓言。

1994 年，张国春考入国防大学攻读军

事运筹学硕士学位。1997年硕士毕业刚留

校，他就受命参加了重要系统工程的攻关。

不久，张国春又投入到另一项全军重

大工程的研发任务。6 年间，他和团队成

员查阅数十万份资料、走遍几十家单位，

从数据比对到开发论证，再到规划设计，

最终，他们拿出的成果支撑了全军框架下

作战模拟训练的展开。

2007 年，中央军委赋予国防大学展开

全军战略战役兵棋系统的研发任务。作

为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张国春和同事们提

出：“要自主创新、谋求世界级的重大创

新。”他不仅承担了多个重要系统的设计

与研发重任，还主动承担实验室保密工

作，一个人完成了数百篇论文的审查、数

万份资料的拷贝打印、各类设备的维护检

查。白加黑、五加二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就连生病时他还咬着牙说：“研发刻不容

缓，没时间住院，能挺住！”

2010 年底，系统首次亮相，就获得 10

多位院士一致评价：“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要将兵棋延伸到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最

前沿。”张国春矢志不渝。在兵棋系统应用的

部队演习中，他均作为主力骨干圆满完成保

障任务，先后成功保障了10多次重大演习。

为了让兵棋系统不断趋近实战化，张

国春和团队成员提出“要向信息化建设的

深水区迸发”。在几次重大演习中，他和

同事建立专业的蓝绿军“磨刀石”队伍，让

系统更接地气。

“在他心目中，兵棋事业比生命还重

要。”这是同事们对张国春的一致印象。当

他持续出现头疼、眼睛充血等症状时，大家

一再催促他去医院，但钻在兵棋事业里的

张国春，每次靠吃止痛片、滴眼药水了事。

后来他被确诊为脑胶质母细胞瘤，急

需手术，反而出入办公室更勤了。他担心

后面的手术会严重影响记忆和视力，加班

加点整理资料。

2013 年 9 月第一次手术后，为了让身

体尽快恢复，能去上班，他每天利用数学

题锻炼脑力，经常爬山。

2013 年 12 月，张国春接受了第二次手

术。没多久他向妻子请求“再回到研发室

看一看”。坐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时候，他

笑得特别满足。

2014年 10月 15日，张国春去世。2015

年，中宣部追授张国春“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中央军委给他追记一等功，还被追授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 王贤）在这次

抗疫中，“刘伦堂精神”在湖北黄石干部中

得到发扬，再次唤起了当地干部群众对刘

伦堂深深的怀念。

刘伦堂生于 1940 年 8 月，生前系湖北

省黄石市下陆区老鹳庙社区党总支书记，

2014年 6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1989 年，刘伦堂放弃乡镇企业公司经

理的职位，回到贫困落后的老鹳庙村担任

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老鹳庙村，全村人均不到 3 分

耕地，村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好不容易

办起第一家村属企业老鹳庙水泥厂，却因

经营不善倒闭。乡领导和村民希望刘伦

堂回来，带领水泥厂走出困境。

临危受命，刘伦堂向亲友借款，发动

工人集资，终于凑了 3.5 万元，让水泥厂重

新 点 火 开 工 。 1 年 后 ，水 泥 厂 实 现 产 值

128.8 万元，上缴利税 15 万元。随后，他又

在村里办起建材厂、碎石厂、三磷灰厂等

企业。1991 年底，村里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有了结余。

2009 年起，黄石市要求全面关停“五

小”企业，老鹳庙村在刘伦堂带领下在关

停“五小”企业的同时，成功引进一批新企

业，村里实力不仅没削弱，反而越做越大，

成为“全省五百强村”。截至 2013 年底，老

鹳庙村实现工业总产值 2.3亿元，年集体经

济收入达 100万元。

筹措资金600多万元，改造村道路7公里，

建起1200平方米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

位25年，刘伦堂一门心思为乡亲们解难事、办

实事，他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记上，记满了群

众的柴米油盐、大事小情。

“清廉如水、一心为民”，是刘伦堂的

精神品格。村民富起来了，但刘伦堂生前

居住的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老房子，

两个儿子长年在外村打工，他从不让他们

在村里任职，也不让在村内企业上班。他

自己每月只领 3000 多元工资。2013 年 8

月，刘伦堂被查出患上晚期肝癌。

“身体真的不行了，群众还有很多困

难，在我有生之年恐怕无能为力了……”

这是刘伦堂留在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段话。

2014 年 6 月 25 日，刘伦堂带着深深的

遗憾离世。当年，中央组织部追授他“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中央宣传部授予

他“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长春电（记者 张建）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2017 年 1 月 8 日，著名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因病逝世，年仅 58 岁。3 年多来，130 场

报告、100 万人次聆听……黄大年的精神，润物

无声，活在人们心中。

黄大年 1958 年 8 月出生，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学部长，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黄大年 1988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

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

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

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

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

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在海外，作为英国剑桥 ARKeX 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

大年曾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 300 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

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

测的技术突破。2004 年 3 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黄大年

正在 1000 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

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

参与其中。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

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母亲临终前嘱咐爱子：

“……早点回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黄大年青年时期就立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宏大志向。

2008 年，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人工

智能专家王献昌、汽车工程专家马芳武、智慧海洋专家崔军红等一

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纷纷回国效力。

踏上祖国的土地后，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全国 400 多位

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

技术”和“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两个重大项目攻关研

究。

归国 7 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

术封锁，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

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他倾尽心血

为国育才，主动担任本科层次“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言传身教、

诲人不倦，叮嘱学生“出去了要回来，出息了要报国”，为国家培养出

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优秀科技人才。

2017 年 1 月 4 日傍晚，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

肝功能有衰竭倾向。此时，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外孙降临

到这个世上。春伦，是黄大年为他的外孙起的中文名字：长春的

春，伦敦的伦。黄大年曾说过，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

市。

1 月 8 日 13 时 38 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棂，黄大

年永远地休息了……

据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周闻韬）

“ 红 岩 上 ，红 梅 开 ……”这 首 清 丽 悠

婉、铿锵坚毅的《红梅赞》，是歌剧《江

姐》的主题歌，被誉为“中国歌剧的里

程碑”。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年仅 32

岁的青年仅用 18 天时间创作出了这

首歌曲。他就是人民艺术家、空军政

治工作部文工团原创作员阎肃。

在新中国文艺史上，“阎肃”这个

名 字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力。他坚定爱党报国的理想信念，为

党和军队文艺事业不懈奋斗了 65 个

春秋，创作了 1000 多部（首）精品佳

作，参与策划 100多场重大文艺活动，

为讴歌主旋律、汇聚正能量，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先进军事文

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阎肃 1930 年 5 月出生于河北保

定。七七事变后，他随全家逃难到重

庆，16 岁那年考取了重庆南开中学，

诗朗诵、说相声、打快板、演话剧、唱

京剧……在学校，他是一名“业余文

艺活跃分子”，几乎参加了校园里的

所有演出。他秘密加入党的外围组

织，投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决心寻

找真正的光明之路。1949 年春天，阎

肃考入重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与同

学们一道罢课、游行……1950 年，阎

肃接受组织调遣，进入共青团西南工

委青年艺术工作队。

1952 年秋天，阎肃随西南艺术工

作队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在与战

士的交流中，他立志从军，为英雄写

歌，并于 1953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

从第一首空军题材歌曲《只因我

的小银燕是祖国造》，他一发而不可

收，《我爱祖国的蓝天》《军营男子汉》

《长城长》《云霄天兵》……盘点其一

生创作的 1000多部（首）作品，三分之

二都是军旅题材。

军旅生涯中，阎肃始终贴近基层

服务官兵，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类型

的基层单位，机场、阵地、海岛、高原、

边防哨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创作出

一大批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军旅歌

曲，还帮助 100 多个军师旅团部队创

作了队歌。

他 始 终 不 忘 本 色 ，对 自 己 高 标

准、严要求，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

都认真完成，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体

现了艺德高尚、淡泊名利的人格风

范。

阎肃被誉为文艺战线的一面旗

帜，他 60 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 多岁

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2016

年 2 月 12 日，阎肃因病医治无效，在

北京逝世，享年 86 岁。回顾他的一

生，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

都是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

黄
大
年
：

生
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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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地处唐古拉山口的青藏公路 109 道班迎来了一份独享的

殊荣，被国家交通部命名为“天下第一道班”。

当时的青藏公路承担着 85%以上进藏物资和 90%以上出藏物资的

运输任务，被誉为西藏的“生命线”，而海拔 5231 米的唐古拉山口是整

条青藏公路最高的路段，也是整条公路中自然环境最严酷、工作条件

最 艰 苦 的 地 方 。 这 里 终 年 坚 冰 积 雪 ，年 平 均 气 温 -8℃ ，最 低 时 达

到-40℃，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刮 8 级以上大风，空气中的含氧

量仅为海平面的 45%，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109道班自 1954年成立

以来，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子承父业、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他

们几乎都患有高原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肺气肿等 4种以上

的疾病。但工人们在道班安家扎根，树立了“养路为业、道班为家、人在

路上、路在心上”的主人翁精神。1983 年 4 月，唐古拉山顶突降暴雪，40

多辆汽车被困，道班上的 20多名工人顶着凌厉的风雪在山顶昼夜苦战。

公路通了，工人们的手套却和皮肉冻在一起，他们只能用刀子一片一片

割下来，鲜血淋漓。像这样的事例，109道班的工人们经历的太多太多。

他们战风雪、斗严寒，使青藏公路唐古拉山 30公里国道年年保畅通。当

许多人乘车能一次安全顺利地通过唐古拉山，便可引为一生的骄傲。而

109道班的养路工人们却长年累月地工作、生活在那里，在生命的禁区里

创造着不平凡的业绩。

109 道班不仅护路还救助遇险的各类人员。唐古拉山口是青藏线

的必经之地，也是气候最为变幻莫测的险关要道。徒步、骑行和自驾

的游客甚至磕长头的朝圣者、灾区群众，都是 109 道班救助的对象。有

人说，唐古拉山上有多少雪花，109 国道职工就有多少个动人的故事。

1985 年 11月，连续十几天的暴风雪袭击了整个唐古拉地区，109道班所

担负的唐古拉山垭路段也严重堵塞。工人们迅速把被风雪困阻的过往司机、旅客都接到了

道班，腾出自己的住房，安排他们住下，而自己却围在牛粪炉旁过夜。当工人们得知安多县

扎沙乡、措龙乡被大雪封镇，29 名老人、孩子被困在一米多厚的积雪中，粮食和衣物都被埋

在雪中而极度危险时，他们又立即赶到那里，把灾民接到道班，腾出住房，安排食宿。1989

年唐古拉山遭受特大雪灾，为了保证公路畅通，道班工人们清除道路积雪，连续奋战两昼

夜，使 427 台车安全顺利通过了唐古拉山。仅这一年，他们就帮助拖车、卸车、装车、看守车

辆 600 多台次，救助旅客 600 多人次。道班的工人们还主动将毛毯、皮大衣以及自己多年舍

不得盖的新被子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救助他人。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说：“在这高寒的世界

屋脊上，还有如此热情的工人和如此温暖的道班，真是想不到！”

道班成立至今，他们救助的人不计其数，但从未向被救助者收过一分钱。109 道班珍藏

着十多本旅客留言，在道班救助站的墙壁上，同样写满了旅客的留言，字里行间满是得到帮

助的人们对道班的感激之情。在这条公路线上，有多少因病或缺少氧气危及生命的人得以

复苏，有多少受阻风雪的人们享受了温暖，有多少车祸、事故和不测的困难得到帮助。这一

切全部凝固于道班会议室里那一面面红色的锦旗和奖状，长久地留在了这个充满爱心的花

园里，又随着那热盈盈的泪水和频频挥手告别的致谢而带向远方……

包括 109 道班在内的高原养路职工们默默践行着“两路精神”，在漫漫青藏路上“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用热血和忠诚书写了一部“艰苦创业、勤俭养路、甘当路石、奉

献终身”的不朽史诗!

文稿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70 年前，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党

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号令，以十八军为主力的

人民解放军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进军西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第

二次长征”。在首批进藏部队的行列中有 1100 名女战士。在这些女战

士中有老红军、老八路、老教授，有满怀报国之志参军的青年女学生，

还有 70 多名藏族女兵，年龄最小的才十二、三岁。进藏行军途中，崇山

阻隔、高寒缺氧、时有断粮。女兵们巾帼不让须眉，克服了比男同志更

多更大的困难，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行进在绵延不绝、人迹罕至的雪山

草地中，趟冰河、越泥沼、翻高山，徒步行军 4000 多公里，终于到达拉萨

及各边防要地。

女兵们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和医疗卫生工作。文工团的女兵们以

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创造文艺节目，把雪山草地当舞台、蓝天

白云当幕布,为部队行军鼓劲，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著名女诗人杨星火

就是一名进藏女兵，她根据进藏途中的见闻创作了《叫我们怎么不歌

唱》《开山炮手之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从事医护工作的女兵们不顾

自身疲劳和高山反应,坚持巡诊送药，救治伤病员。十八军独立支队的

护士吴景春和她的战友们还建立了“骡背医院”，所谓“骡背医院”就是

两个骡子抬着一个小棚子。这个“医院”行进在队伍的最后，病人在里

面休息、接受治疗，有一名女干部还在里面生下了孩子。每天到达宿

营地后，从事译电、油印等工作的女兵们借着摇曳的烛光，手摇马达收

发电报,刻印《战线报》《建军电讯》等宣传快报。修建甘孜机场时，女兵

们和男同志共同斗风沙、住地窖、吃夹生饭，平均每人每天挖土运土

7000 斤，削平一座又一座土丘、填平一个又一个洼地。昌都战役时,康

藏工作队的女兵们赶着牦牛队，顶风冒雪穿越横断山脉，为主力部队

运送给养，留下了“雪山娘子军”的美名。

部队进驻西藏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女兵们以高尚的医德、精彩的

演出、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广大群众。民主改革前，为激

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江孜分工委的安排下，进藏女兵李国柱和

她的战友们开办了江孜仲吉林卡政训班，共培训 2000多人。在民主改革中,女兵们积极参加

工作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和组织群众实现当家作主。有的女兵还参加了对印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勤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女兵转到地方工作，西藏各个地

区、各条战线都有了她们的身影，有的还成了西藏某项事业开拓者，有的成长为西藏党政机

关的主要负责人，进藏女兵益西卓玛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了西藏自治区妇联主任。

当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女兵，有的倒在了进藏途中、长眠在雪山脚下，有的为西藏的建设

发展奉献一生，而且献了终生献子孙。她们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西藏人民的无限热

爱，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辉煌、绚丽的篇章，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在世的首批进藏女兵已经为数不多了，但她们为了西藏的发展建设事业，仍像红

烛一样毫不吝惜地燃烧着。正如女诗人杨星火所写：“军衣飘飘吻绿冰峰云岭，大雪纷纷飘

白女儿发辫。我和雪山相濡以沫，苦恋终身，护守边关……”

文稿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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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伦堂：

清廉如水 一心为民

张国春：

命为志存一“棋兵”

半生戎马半生歌:

人民艺术家阎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