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沿新藏公路北上，行至 219 国

道 K718 公里处，便到了海拔 5300 米的

界山达坂。

时值盛夏，这里依然是光秃秃的。

当地谚云：“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

界山达坂之险峻，由此可见一斑。

藏北第一门户——阿里地区日土

县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就驻守在界

山达坂山口处。这里是西藏的北大门，

也是由新疆入藏的必经之地。

这里，广阔，检查站管辖范围超万

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十分之一的面

积；

这里，遥远，距离阿里地区日土县

城 268公里，开车至少要走 4个小时；

这里，寒冷，永久冻土地带，年平均

气温零下 20摄氏度，昼夜温差 20摄氏度

左右，最低温度低至零下 45摄氏度；

这里，艰苦，平均海拔 5200 米，常年

六七级大风不断，空气的含氧量不到海

平面的 40%；

……

“生命禁区”的坚守

采访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正值

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

如 往 常 一 样 ，三 菜 一 汤 。 端 起 饭

碗，“80 后”站长多吉加布有些发愁。想

到自己右边的两颗后槽牙掉了，还没时

间镶，就提醒自己，吃饭得“细嚼慢咽”。

和多吉加布一样，站里许多民警年

纪轻轻就开始掉牙。最惨的要算第一

任 站 长 普 布 扎 西 ，五 年 时 间 掉 了 4 颗

牙。民警们说，这与泉水中矿物质含量

较高有关。所谓“泉水”，不过是地下冒

出的一股浑浊的泉眼。

“方圆 50 公里范围里，连一只苍蝇、

一只老鼠都没有，山上看不到一棵草，

只有乌鸦为伴。执勤时，常常看到成群

的野狼。”政委扎西边巴说。

“泉水湖”，这是 2013 年建站后才有

的 名 字 ，民 警 们 更 习 惯 它 过 去 的 名 字

——“死人沟”。

“死人沟”传说很多。可信的记载

是，1950 年底、1951 年春，为了支援由新

疆先期进抵改则地区扎麻芒堡的独立

骑兵师先遣连，新疆军区先后调集 1700

多头牦牛、毛驴、骆驼和一批物资，三次

翻越界山达坂，除 16头毛驴和 30多头牦

牛外，全部倒毙在了界山达坂。两位负

责运送物资的维吾尔族同胞，也在这里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驻守在这里的，是西藏阿里

地区日土县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

25 名干警。检查站阳光房那面洁白的

墙面上，贴着他们的人生信条：“与海拔

比高度，与草原比宽阔，与风沙比坚韧，

与雪山比沌洁！”

走进检查站，巨大而简陋的阳光房

连着一排凹字型的平房。这是民警们

办公兼住宿的地方。阳光房内搭建着

六七顶帐篷，上下铺高低床。尽管每顶

帐篷内都有一个炉子，但还是难以抵御

冬天零下 20 摄氏度的低温和六七级的

寒风。

“有一次，阳光房的房顶都被大风

掀 开 了 。 去 年 ，为 了 帮 助 过 往 司 乘 人

员 抵 挡 寒 风 ，我 们 临 时 搭 建 了 两 顶 帐

篷，但没两天就被大风刮跑了。”多吉

加布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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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衷心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宣传标语

波澜壮阔七十载 珠峰儿女心向党
—日喀则市70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二版 高原要闻

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8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总结党的历

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文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

党的十九大旗帜鲜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并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政治上建设

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

要保证。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

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

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

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

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

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必须常抓不懈。要教育引

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

移向党中央看齐，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

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70年前，在李狄三的率领下，先遣连翻越界山达坂，向阿里挺进。今天，驻守在

界山达坂的，是被国务院授予“模范公安检查站”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

比 海 拔 更 高 的 是 精 神
本报记者 廖嘉兴 章正 扎西白玛 杨军录

本报拉萨8月15日讯（记者 冯骥）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13日，全国商务援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齐扎拉讲话。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

代表兼副部长俞建华主持。自治区副主席王勇出席。

王文涛强调，做好新时代商务援藏工作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的积极作为。全国商务系统要充分认识做好

新时代商务援藏工作的重大意义，支持和帮助西藏

发展、改善民生，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

聚焦改善干部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支持西藏内贸发

展，畅通国内大循环；聚焦兴边富民，支持西藏发展

外向型经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聚焦高质量发

展，支持西藏壮大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要加

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

力度，因地制宜设计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加强人才

交流，继续在人才培养、招商引资、产品推介、消费

帮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齐扎拉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代表吴英杰书

记，对商务部和全国商务系统长期以来对西藏商务

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在全区上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

喜迎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商务部召开援藏工

作会议，充分体现了全国商务系统对西藏工作的关

心支持。长期以来，商务部和全国商务系统坚决贯

彻中央战略决策，强力推进对口援藏工作，形成了

具有商务特色的对口援藏模式，有力助推了西藏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希望商务部和全国商务系

统继续在商贸流通、对外开放、经济开发区建设、人

才智力援藏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我们一定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在抓好贯彻落实上下功夫，加快推

动西藏商务事业迈上新台阶。

会议在商务部设主会场。有关对口支援省市

商务主管部门代表作经验交流。

会后，齐扎拉随即主持召开专题会，就做好商务

援藏工作沟通衔接、明确任务分工进行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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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8月 15日讯（记者 次仁片多）爱国主义教

育、群众联欢、展览、文艺汇演……连日来，我区举办丰

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

“我家以前是农奴，有了和平解放才有了现在的新

生活，我们今天盛装参加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联欢活

动，就是想展现新西藏人民的精神面貌，歌颂伟大的党、

伟大的祖国。”62岁的老阿妈央宗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近日，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拉萨各族群众

自发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在《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

的旋律中，群众们用欢快的舞步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

的和谐氛围。紧接着，一曲《西藏人民齐欢唱》，悠扬婉

转，唱出了西藏各族儿女对伟大领袖的爱戴之情。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干部职工参观实物地

质资料库展馆，全面了解西藏地质工作的艰辛历史和光

辉成就，自觉用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

动向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献礼。自然资源厅党员干部

胡志华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深刻认识到了和平解放以

来西藏地质工作取得的成就，深刻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

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发扬“老西藏精神”和地质“三光

荣”精神，为建设美丽西藏贡献力量。

忆往昔，比今昔。近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社

区举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文艺汇演。演出前，拉

萨市宣讲员扎巴旺旦以“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

向党”为主题，结合亲身体会，向广大群众现场宣讲“老

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通过新旧西藏对比，生动阐述

了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进一步坚定了广大群众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文艺汇演结束后，现场群众

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文艺汇演，深受鼓舞，今后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通过自

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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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是“天边的阿里”。曾经，与这片平均海

拔 4500 米的高原关联着的往往是“世界屋脊的屋脊”

“无人区”“荒漠”，而如今行进这里，会与旺盛的生命

力不期而遇。

道路两侧，成群的藏野驴与牧民的牛羊一起装点

着高原。在阿里交通部门工作了 20 年的刘文对这里

的一切都很熟悉。“原先这些动物并不常见，现在不仅

常见，还跑到了路边。”他指着远处的山谷说，“那里还

有更多动物。”

比藏野驴更让人意外的，是无边无际的绿。而绿

意的背后，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保护生态环境的

不懈努力。

增添一抹绿色

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再向北经

过冈底斯山脉时，已所剩无几。强烈的日照，呼啸的

劲风，都加剧了气候的干燥，再加上人畜增加曾带来

的砍伐、开垦等，1990 年时西藏 7 地市沙漠化土地一度

占到了西藏土地面积的 16.61%。土地沙漠化成为西

藏需要面对的难题。

自 1989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等就开始对西藏沙漠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到

21 世纪初，西藏土地沙漠化研究与防治示范全面展

开，沙漠扩展速率明显降低。

但在实践中，选种、改良土壤品质、抗寒……还是难。

从事治沙工作的胡建勇 2006 年来到日喀则市，创

办了绿大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见证了这里 15 年

来的变化。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和谢通门县此前已治

沙多年，但有的地方因为选种不对，树种不活，起风时

沙土飞扬，能见度有时只有一两米，车都不敢开。当

地政府开始向社会公开招标，以 3 年为期，对治沙目标

提出要求。

胡建勇回忆当时的艰辛：能种草、种树的时间只

有七八两个月；3800 米能种活的树，4200 米就种不活；

第一年还活得好好的植物，第三年土壤碱化太严重，

长势变差……经过 5 年探索，江孜沙棘、中国沙棘，沙

柳、花棒，沙蒿等本土植物成了胡建勇的防沙“宝贝”，

种植成活率达到 85%以上。

如今，随着治沙附属工程已经完善，胡建勇团队

负责的大片封育土地上草齐刷刷长到了一人高。

不同治理区的环境特点，考验着治沙者的智慧。

根 据 国 务 院《西 藏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规 划

（2008—2030 年）》，西藏实施三大类 10 项工程，在各地

治沙实践大力推进下，沙漠化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得到

逆转。 （下转第二版）

在世界屋脊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 尕玛多吉 赵斌艺

图为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民警正在执勤。 本报记者 刘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