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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山南市加查县的中铁十二局集团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有一

朵美丽的“格桑花”，她就是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中心试验员俸晋莉。

俸晋莉的父亲是铁道兵，她也是一名“铁二代”。深受父亲影响的俸

晋莉，自小便立志长大要为铁路事业奉献终身。走出学校大门后，她毫

不犹豫地加入了父亲的工作单位——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

在工作中，俸晋莉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也是一名“铁二代”、从事

财务工作的陶克涛。他们志同道合，都想为铁路事业奉献终身，最终，有

情人终成眷属。由于工作原因，结婚后不久，俸晋莉被分到厦门地铁，而

爱人陶克涛却被分到拉林铁路六标项目部。

虽然都是跟轨道打交道，但还是有实质性的区别。时间长了，俸晋

莉也有了上高原的想法。她认为，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没有参加过像

拉林铁路这样有意义的项目建设，于她而言很遗憾。

“修川藏铁路是我们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也是我们铁路建设者义

不容辞的责任，你应该去锻炼锻炼。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去

吧。”父亲的一番话更加坚定了俸晋莉的决心。

2015 年初，俸晋莉带着梦想如愿来到西藏，和丈夫一起奋斗在拉林

铁路建设一线。

为了尽快融入工作，俸晋莉每天不辞劳苦，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对所

在部门的承建项目进行了详细了解。虽然他们承建的只有一隧一桥，但

13073 米长的巴玉隧道因深埋深、高地温、强岩爆、多断层，被列为全线重

点控制工程；全长仅 283 米的巴玉雅鲁藏布江三线大桥位于雅江大峡谷

中，因高墩高风险被列为全线重点工程。这对于只在地铁项目负责试验

资料整理、而铁路项目基础为零的俸晋莉来说，难度巨大。

天生好学的俸晋莉，为了尽快熟悉工作岗位，积极主动参加各类职

工讲堂，很快掌握了业务技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

对铁路试验项目有一定了解后，俸晋莉产生了进洞去更好地了解具体施

工环节的想法。但是，试验室王主任考虑到，洞内高温缺氧、粉尘弥漫，

别说干活了，连呼吸都成问题，好多施工人员在洞内因缺氧而晕倒，对于

一位刚刚适应高原气候的女同志来说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便断然拒绝了

她的“无理”要求。但是，最终耐不过她的软磨硬泡，无奈之下，只能同意

她的进洞请求，但是前提是身体一旦觉得不舒服立马退出来。

在几次进洞后，俸晋莉虽然有时感觉身体不舒服，但是逐渐适应了

洞内的施工条件。而且几次进洞都没有遇到岩爆，便开始对岩爆抱有一

定的轻视态度，认为岩爆也没有那么可怕。

有一次，俸晋莉在和主任去巴玉隧道进口掌子面做喷锚料回弹试验

时，突然间，岩爆便在她背后八九米的地方发生了。几十方岩石瞬间掉落，

小石块砸在她的身上，手臂被岩石无情划伤，血汩汩地流下来，但却没有吓

倒她，很快她又重新进入隧道工作。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摸索，她很快便

从一个工区“萌新”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试验员。

在一次正常施工作业中，俸晋莉凭借工作经验敏锐地发现隧道出口

正在浇筑的二衬混凝土塌落度有问题，立即要求技术干部停止施工，在

查看了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和设备后，对拌合站混凝土配合比重新进行了

调整，防止了质量事故的产生。通过这次事件，俸晋莉得到了领导和同

事的肯定和认可，也让她感觉到自我价值得到升华。

不知不觉中，俸晋莉已快三十了，双方父母都催促他们尽快要孩

子。俸晋莉也知道高龄生孩子的危险，便有了“下山”的想法。但是，拉

林铁路正处在建设的关键阶段，经过权衡，她依然坚定地选择留在高原，

等所有的工作结束后再考虑怀孕。

虽然俸晋莉只是拉林铁路建设者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正是因为千

千万万个像俸晋莉这样的铁路建设者们战天斗地、攻坚克难，奉献在雪

域高原，才让我们与内地的距离越来越近。

本报泽当电（记者 索朗琼珠 次仁片多）近日，山南市乃东区创建

办联合区司法局、泽当街道办事处在琼嘎顶社区开展“蓝色文明进社

区、宣传服务促团结”活动。山南市人民医院、市藏医院、市一小、农行

乃东支行泽当营业所相关负责同志以及社区的藏、汉、回、维吾尔等民

族代表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传达学习《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同时对社区各族群众代表提出的法律、就医、就

学、贷款等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社区相关部门表示，琼嘎顶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深入开展

政策法规的学习宣传，及时让社区居民了解政策，增强法律意识，为社

区管理服务打下良好基础很有必要。要组织社区居民进一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民族政策，强化思想理论

武装，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引导广大社区居民牢固树立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各民族间做到尊重差异性、增进共同性。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珍视自己的生

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促进者、践行者。同

时，为社区的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社区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2019 年以来，西藏交通运输行业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

族团结”的重要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行业

资源优势，始终高举民族团结进步大旗，

践行“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共筑和谐发

展新篇章”的核心理念，广泛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一步巩固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注重稳定和谐，夯实民族
团结基石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始终把民族团结

创建工作作为推进交通运输“建管养运”的

基础性工作，在行业上下牢固树立“没有与

民族团结无关的地区、无关的工区（道班）、

无关的人”的意识，班子成员带头宣讲，要

求基层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带

头搞好民族团结，为交通运输“建管养运”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各级党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将民族团结工作列

入年终考核重要内容，切实保证点、片、面

的团结，抓紧抓实抓细政策解释及引导说

服工作，在敏感节点组织多民族组成的护

院队，开展巡逻、矛盾纠纷排查等工作，确

保交通运输行业的持续稳定、长期稳定、

全面稳定。

同时，基于交通运输系统点多、线长、

面广、职工人数多且来自不同的地方，印

发了 2000余册民族团结宣传资料，利用各

种形式组织学习，为交通运输各项事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此外，以各类节

假日为载体，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寓

教于乐的互动活动，通过开展身边人、身

边事，创作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将民族

团结创建融入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

注重“建管养运”，突出民
族团结主线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坚持把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工作同交通运输“建管养运”工作

结合起来，同便利各族群众美好出行结合

起来，不断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019 年，完成公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458

亿元，建成米拉山隧道、G318 樟木镇至友

谊桥恢复重建工程、友谊桥、热索桥、国道

559线波密至墨脱新改建、珠角拉山隧道及

接线工程项目，大力推进 G6 那曲至拉萨、

G4218 拉萨至日喀则新建工程、G559 波密

至墨脱、昌都至加卡等项目建设。

每年以 100公里以上的高等级公路建

设速度延伸，西藏的高等级公路将用最短

的时间突破 1000 公里大关。有效改善道

路通行条件，以大力建设农村公路为先

导，建成一条条“民生路”“致富路”“发展

路”“幸福路”。实现所有县城通油路，具

备条件的乡镇和行政村硬化路通达率分

别达到 86%和 60%。

2019 年，全区开通农村客运班线 233

条，参与营运农村客运班车 385辆，县通客

车 率 98.6% ，具 备 条 件 的 乡 镇 通 客 车 率

70%，村通客车率 47%。59 个普通国省干

线公路服务区、288 座国省干线厕所全部

完工。实施国道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648 公里，改造国省道危桥 106 座 6161 延

米。我区交通运输行业以实际行动践行

民族团结，把全区公路打造成民族团结

路、文明进步路、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路。

注重传承弘扬，树好民族
团结样板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始终坚持把红色

资源保护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基因传承好，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两

路精神”，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订购 2000余本《雪域长歌》《将门家风》《怀

念老西藏代表谭冠三》等红色书籍，并在

交通运输系统深化读红色书籍活动，认真

组织开展读红色书籍“四个一”活动，激发

党员干部热爱西藏的自豪感、建设西藏的

使命感和肩负使命的责任感。

此外，充分发挥“两路精神”纪念馆的

作用，深入开展“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

教育，真正发挥红色基地作用，切实担当红

色基地使命。“两路精神”纪念馆经过不断

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对各界干部职工和群

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成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以及“老西藏精神”

教育、“两路精神”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的重要载体，拓展了全区红色文化教育的

广度和深度，先后接待交通运输部、自治区

领 导 、十 八 军 后 代 以 及 全 区 190 家 单 位

11700余人次参观。

2019 年 11 月 ，西 藏 自 治 区“ 两 路 精

神”纪念馆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六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书记、厅长

永吉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行业将把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

重要指示的有力抓手，精心谋划，周密部

署，强化措施，用好用足用活“两路精神”

纪念馆优势资源，用实际行动践行“守望

相助、团结奋斗”，努力让公路交通这道风

景线更加亮丽。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记者从自

治区民委了解到，自 2013 年被国家民委确定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市以来，日喀则市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住民族进步正确方向，

坚持团结奋斗，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注重分类施

策，使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颇有成效。

日喀则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各个环节，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市

委“6677”总体思路。2016 年以来，日喀则市组织

召开 7 次常委会、3 次表彰大会、3 次推进会、2 次

座谈会，研究部署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依法设立

“6·2”民族团结进步日，制定《中共日喀则市委、日

喀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

工作的意见》《日喀则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市实施方案》，建立协调配合、共建共创、目

标考核、评选表彰等长效机制，确保民族团结工

作有力有序、强力推进。

为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群众，日喀则市自上而

下组织开展了 1.2 万场次的文艺活动、参与群众

90 万人次的农牧民运动会、“四讲四爱”演讲比

赛、产业发展大赛、群众游园等系列活动，把群众

的注意力转向加强民族团结、健康文明生活。同

时，发挥文化传承提振作用，南木林县、萨嘎县旦

嘎乡等 7 县乡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定结县陈塘镇等 3 个村镇被命名为“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确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 75 项，迥巴藏戏《顿月顿珠》亮相第五届乌

镇戏剧节，大型歌舞剧《吉祥日喀则》《江孜印迹》

赴山东、上海巡演等，极大地增强了各族群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日喀则市充分发挥典型模范引领作用，2016

年以来，培育国家级、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示范单位 4个，市级示范单位 15个，县级示

范单位 1038 个；全市设立民族团结广场 15 个，民

族团结一条街 18 条；推荐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 66个、模范个人 103名，表彰市级模范集

体 101 个、模范个人 179 名，县级模范集体 606 个、

模范个人 1050名。

筑牢团结路 架起连心桥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民族团结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次仁片多 索朗琼珠

日喀则市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有成效

山南市乃东区

开展“蓝色文明进社区

宣传服务促团结”活动

李忠军，是仁布县帕当乡萨达村的创业者，2009 年娶了日喀则的藏

族媳妇曲珍。多年来，李忠军和曲珍与邻里相处和谐，并靠着自己的双

手勤劳奋斗，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在各级领

导干部的关心下，李忠军把自家的 3.7 亩土地修建成 6 座温室大棚，向有

大棚种植经验的村民学习技术，加入农业种植交流群与大家交流经验。

如今，6 座蔬菜大棚一年创收近 24 万元，在创收致富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

提供了就业创收的岗位。

图为李忠军和妻子曲珍在大棚里打理蔬菜。

本报记者 旦増西旦 摄

民族团结家庭的

幸福创收路

做一朵绽放在

新天路的“格桑花”
——记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中心试验员俸晋莉

本报记者 马静

近年来，朗县坚持把民族团

结宣传教育纳入村（居）、学校、

部队和寺庙宣传的主要内容，通

过网络、媒体、微信、手机报等方

式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推送民

族团结宣传语，开展民族团结宣

传 活 动 ，发 放 民 族 团 结 宣 传 资

料 ，教 育 引 导 各 族 群 众 手 足 相

亲、守望相助，进一步唱响各民

族大团结主旋律。

图 为 朗 县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进

景区宣传活动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珊 摄

团结教育

送进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