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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跨进动车时代

川藏铁路拉林段“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通车仪式隆重举行
吴英杰陆东福讲话 齐扎拉主持 庄严严金海出席

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25 日

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

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

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

白皮书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包括中国

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长期

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

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形成了亲密合作的

关系。 （下转第五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表

6 月 25 日上午，川藏铁路拉林段“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通车仪式在拉萨隆重举行。这是区党

委书记吴英杰，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国铁集团

副总经理钱铭共同启动川藏铁路拉林段开通运营暨“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首发。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5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月 28日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2021 年 6 月 25 日，万里晴空，阳光正好。这一

天，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一天。

这一天，起于拉萨南站并沿拉萨河而下的西藏

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林芝、山南

不通火车成为历史。

这一天，拉林铁路首趟客车 D2021 次“复兴号”

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从拉萨发车，开往林芝。

这一天，“复兴号”系列动车组历史性地实现对

我国 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六年建设，万众关注。拉林铁路承载了西藏人

民太多的期望和梦想，也记载着 13 万铁路建设者攻

坚克难的动人故事。

为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从拉萨、林芝、山南等

地赶来的市民群众、受邀乘坐首发列车的建设方代

表及媒体记者们一早就来到了拉萨火车站，大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手机拍照

合影，记录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今天在西藏坐上动车，心情很激动。”西藏商

报记者张雪芳说，随着拉林铁路的开通，我区将会

有更多的农牧民走出高原，去看外面的世界，也会

有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坐着动车游西藏。

“为了应对紫外线强、空气稀薄等高原气候，

‘复兴号’高原动车组在时速 160 公里的复兴号动

车组‘绿巨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将内燃与

电 力 机 车 二 者 优 点 集 于 一 身 ，正 常 情 况 下 ，列 车

由 电 力 牵 引 ，但 在 电 力 出 现 问 题 时 ，可 切 换 为 内

燃动力，能适应零下 40 摄氏度高寒地区的各种运

用环境。”站在即将出发的 D2021 次列车前，中国

中 车 科 学 家 、中 车 株 机 公 司 副 总 工 程 师 、高 原 动

集电力动车技术总监樊运新告诉记者，为适应高

海 拔 地 区 的 运 用 ，列 车 创 新 采 用“ 弥 散 式 +分 布

式”供氧方式，实现一体化供氧，行驶的列车就是

一 座 高 原 移 动 氧 吧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高 原 绿 巨

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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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6月 25日讯（记者 王菲 张猛 王珊 胡

文 常川 蒋翠莲 王莉）“复兴号”开进西藏了！全区各

族人民欢喜、雀跃、沸腾，他们把通车的大新闻融进谈

资里，晒在朋友圈，写进歌词中……在站台候车的人

们，和“复兴号”亲密合影；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向疾驰

而过的“复兴号”挥手致敬……西藏进入动车时代，人

们的幸福放在心里，写在脸上；党的光辉照边疆，也照

映在人们的笑容里。

“你看，我水杯的水这么满都没洒出来，这还是

一次性杯子哦，说明车辆运行很平稳。”首发列车

上，藏族小伙琼达从拉萨坐到林芝，说着“复兴号”

的初体验。记者抬头看了看，当时列车时速 160 千

米，却平稳舒适。据了解，拉林铁路无缝线路焊接

采用了国内先进的移动闪光焊技术，为每个焊接好

的焊头建立起独有的“信息档案”。焊接好的钢轨，

将通过应力放散锁定、大机精捣、线路精调等作业，

最大限度提高行车面的平顺度。

“拉林铁路开通后，我回拉萨就方便了！”一大

早，家住林芝市巴宜区的索朗群培就用手机浏览着

林芝-拉萨的火车票信息。索朗群培老家在拉萨市

当雄县，以前回拉萨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从林芝到

拉萨要花 5 个多小时，再加上公共汽车有些拥挤，每

次到拉萨都会有点头晕目眩。“动车开通了，从林

芝到拉萨才三个多小时，不仅速度快而且舒适度

高。”索朗群培乐呵呵地说道。

林芝市民卓玛爱好旅游，当通车的消息传来，

卓玛就和朋友开始计划“动车之旅”了。“我和朋友

们很喜欢到处旅游，如今拉林铁路开通，沿途有多

个景点，我们计划一个个打卡，在西藏，坐着动车去

旅游也会成为一种新时尚！”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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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师，今天我成为了拉林铁路

首发动车组列车司机，特别感谢您对我

的教导。”6 月 25 日一大早，斯朗旺扎就

给自己之前在格尔木培训动车驾驶的

老师丁锡伯发去了一段问候，同时，还

拍了一张自己和动车的合影发到了自

己的母校——兰州铁路机械学校的校

友群，引来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点赞。

今年 34 岁的斯朗旺扎出生在昌都

市洛隆县一个农牧民家庭。在斯朗旺

扎的记忆里，家乡的交通很落后，小时

候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更没有出过

远门，对铁路的印象是从书本和老师

的介绍中了解到的。

得 益 于 国 家 的 好 政 策 ，2003 年 ，

斯朗旺扎考取了兰州铁路机械学校，

作为从西藏牧区走出去的孩子，那时

的他对兰州的一切都很陌生，不知所

措 。 当 时 的 班 主 任 李 芬 了 解 情 况 后

便经常找他谈心，了解他在生活和学

习 上 的 困 难 。“ 班 上 的 同 学 们 都 很 照

顾我，知道我的学习基础薄弱，张昆、

张超、王志喻这些成绩较好的同学经

常在课后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难题，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感激他们。”

经过 4年在学校的刻苦学习和 6年

在青藏铁路集团公司格尔木机务段的

岗位实践，2013 年 8 月，斯朗旺扎如愿

考取机车司机资格。

斯朗旺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

作机会，他告诉记者，能够成为一名火

车司机，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家人

朋友都为我骄傲。

（下转第五版）

6 月 25 日，我区首条电气化铁路

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驶入雪

域 高 原 。 作 为 我 区 第 一 条 电 气 化 铁

路，拉林铁路建设者弘扬奋斗精神，在

施工建设过程中攻克全国性、世界性

罕见难题，创造了一系列高原铁路建

设奇迹。今天，记者采访了几位拉林

铁路建设者，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们

的故事。

“没有亲自把拉林铁路修通是我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拉林铁路开通前

夜，记者电话联系了远在广州修建地

铁的王荃荃，他是中铁十一局拉林铁

路前任指挥长。由于之前有过修建青

藏线的经验，2018 年，他再上高原。那

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乐观，直到有

一天晕倒在拉林铁路项目部，医生判

定 他 的 身 体 状 况 已 不 能 在 高 原 工 作

后 ，王 荃 荃 才 彻 底 死 心 离 开 了 项 目

部。电话里，这个北方男子声音几度

哽咽，最后泣不成声。他告诉记者，这

是这么多年来第二次掉眼泪，第一次

是青藏铁路通车时，他在通车仪式上

激动得流泪了。

沈 育 斌 是 中 铁 十 一 局 拉 林 铁 路

副 指 挥 长 兼 三 公 司 拉 林 铁 路 项 目 经

理。由于也是“二上高原”，加之心肺

功 能 不 太 好 ，沈 育 斌 嘴 唇 乌 紫 ，说 话

低 低 沉 沉 ，但 他 眼 中 总 是 闪 耀 着 光

芒。问起拉林铁路开通的感想，他不

假 思 索 地 说 ：“ 如 果 拉 林 铁 路 修 建 复

线 ，希 望 自 己 还 能 再 上 高 原 ，继 续 建

设天路。”

（下转第五版）

本报拉萨 6月 25日讯（记者 杨子

彦 王雅慧）日前，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就“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进行集体学习。区党委

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庄严在主

持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关于西藏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

区党委部署要求，认真履行守护民族团

结生命线的政治责任，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让民

族团结之花开遍雪域高原。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刘宝明教授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与实践”作专题讲座。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雷桂

龙，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索朗仁增、

王亚蔺、江措拉姆、杜建功出席会议。

区政协副主席扎西达娃列席会议。

庄严指出，全区各级政协组织、政

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始

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

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

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

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必须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统一之

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的大

事来抓。

（下转第五版）

庄严主持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政协优势作用
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雪域高原

致敬！可爱的铁路建设者
本报记者 王菲 常川 蒋翠莲 王珊 王莉

斯朗旺扎：

我 在 拉 林 铁 路 开 动 车
本报记者 王珊 常川 蒋翠莲 王莉 王菲 张猛

6 月 25 日 10 时 30 分，一辆“复兴号”列车缓缓驶出拉萨站，向林芝市进发。经过 6 年多的建设，我区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列车实现对 31 个省区

市的全覆盖。图为 11时 18分，D2021次动车组列车经过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德吉新村。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唐斌 次仁平措 摄

本报拉萨6月 25日讯（记者 蒋翠莲 常川 王珊 王莉 王菲）在隆

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西藏首条电气化

铁路——川藏铁路拉林段建成通车，“复兴号”高原动车组开通运

营，西藏跨进动车时代。

25日上午，川藏铁路拉林段“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通车仪式在拉萨

隆重举行，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出席

并讲话；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主持；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区政协党组书记庄严，区党委副书记、拉萨市委书记严金海，区党委常

委、西藏军区政委张学杰，国铁集团副总经理钱铭出席。

吴英杰首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对拉林铁路建设工作的关心关怀致以崇高

的敬意，向出席“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首发活动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

的欢迎！向国家有关部委、中央企业和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

界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建设者表示

亲切慰问！向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和“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首发表示

热烈祝贺！

吴英杰指出，百年期盼、一朝圆梦。修建川藏铁路是国人的百

年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这一各族人民翘首以盼、举世瞩目的世纪性战略工程终于得

以实施。拉林铁路的建成运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雪域高原的成功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伟大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吴英杰指出，拉林铁路的开通运营，使坐上火车去林芝的梦想

成为现实，对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