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
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
儿女欢聚一堂，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
那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神奇的“天路”，满载着全国各族人
民的希望，寄托着梦想与期待，跨越昆仑、穿
过草原……在雪山流云间蜿蜒穿行，从此，
雪域高原不再山高、不再路长！

一条蜿蜒的“青藏线”，谱写了人类铁路
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蕴含了“挑战极限、勇
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为西藏打开了一
扇通向内陆和国际的大门，实现了西藏各族
人民群众的千年祈盼，让世界为之赞叹！

一条举世瞩目的“钢铁巨龙”，穿越历史
和未来，凝聚着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初心、
谋求民族复兴的决心，也是几代铁路人艰苦
奋斗、矢志不渝，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宗
旨的生动实践！

凝聚了几代人的”铁路梦”
实现了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

2006 年 7 月 1 日，经过 13 万名建设者 5
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
冻土、环境保护世界性的“三大难题”，跨越
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

在交通极度闭塞的青藏高原，修建一条
铁路，不仅是巩固国防的需要，更是为青藏
两省区人民输送生活物资的现实需求。

1953 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让熟悉
西部地区的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向
毛主席表达决心：“我们一定把铁路修到喜
马拉雅山下去”。

1955年 10月，慕生忠将军奉中共中央命
令，带队首次对修建青藏铁路进行可行性实
地调研。

1956年 1月，铁道部开始勘测设计兰青
铁路和青藏铁路。兰青、青藏铁路的勘测工
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从 1957 年至 1961 年间，勘测设计青藏
铁路的首任总设计师庄心丹带领 11人的勘
测小组，一直奔波在青藏高原上。当时条件
十分艰苦，没有仪器，所谓的踏勘基本上就
是靠双耳听、双眼看、双脚走。后来，在追忆
这段艰苦岁月时，庄心丹写到“七月飞雪衣

衫薄，清晨抱被卧冰层，空气稀薄难行路，岭
顶相传十二步”。

按照规划，青藏铁路建设分为三步，第
一步是修建兰青线，第二步是修建青藏铁路
西格段，第三步是修建青藏铁路格拉段。

1958年 5月，青藏集团公司最早的前身，
原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动工修建兰青铁路，在
铁路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兰青铁路的建
设快速推进。

1959年 9月 22日，铁路铺轨到西宁火车
站。至此，只用了 16个月的时间，兰青铁路
胜利建成通车。从这天起，铁路把古城西宁
和首都北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结束了青海
没有铁路的历史。

从 1958年 9月起，在兰青铁路开工建设
的同时，上万名铁路建设者开始了青藏铁路
第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

但由于青藏高原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施
工条件等因素制约，1961 年，青藏铁路建设
被叫停。1973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
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道“青藏铁路修不通，
我睡不着觉”。正是这句话让沉寂了 13年的
青藏铁路计划再次被提上日程。

关角隧道，作为西宁至格尔木段的重
点、难点工程，全长 4.01公里，平均海拔 3600
米，共遇到 10条断层带，在关角隧道的修建
过程中，塌方灾害频发，给施工造成了极大
困难。这里长眠着 55名英灵，将自己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雪域关角，谱写出青藏铁路建
设史上独一无二、壮怀激烈的英雄篇章。

时间的车轮流转飞逝，但总有一个声音
在心中呼唤“一定要把铁路修到拉萨去！”

2001年 6月 29日，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
格尔木至拉萨段工程开工典礼在南山口火
车站和拉萨河畔造耳峰隧道同时举行，青藏
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 1142公里，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历时 5年后，终于把铁路修到了拉萨，并
在项目管理、工程质量、健康保障、环境保护
和冻土施工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
绩，具有鲜明高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挑战极
限、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也孕育而出。

坚守在雪域天路的平凡英雄们
奏响了新时代的壮丽凯歌

风雪弥漫，寒冷刺骨，冰溜雪滑……已在
青藏铁路守护部队坚守了13年的青海总队执
勤支队执勤七中队四级警士长王赏，已记不
清了这是多少次站在哨楼上，目送列车平安
穿行“雪域天路”。

担负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守护任务的武
警青海省总队执勤支队执勤七中队，位于可
可西里无人区，两个哨位海拔分别为4868米、
4772米，自 2006年 7月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
上勤的 15年来，中队官兵始终视“守隧”使命
胜过生命，在危险和困难面前戮力向前，武装
巡逻无人区铁道6500多次、累计行程18万余
公里，排除铁路落石、野生动物上道、铁轨冻
冰等险情492起。

2012年 6月，隧道西出口出现山体滑坡，
巨石和泥沙侵入铁路限界。“还有1个小时，拉
萨到上海的火车就要通过隧道了，大家抓紧
时间！”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原中队长李正彪
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协助的情况下，带领官
兵通过手抠、肩扛，及时排除了险情。

在青藏铁路格拉段开通运营初期，24岁
的于本蕃来到了天路之巅的唐古拉，担负起
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差、灾害
最多的125公里冻土线路养护任务，他每天带
领着工友们在刺骨的寒风中检查、起道、拨
道，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而这一待就是 15
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2万多名青藏铁路
人的缩影。

从一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成长为
铁路工匠，多年来，马云参与排除故障千余
件，开展技术攻关 60余项，节约资金千万余
元，曾先后荣获全路首届“铁路工匠”和“全国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
品读这些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他

们用生命和无可比拟的勇气给我们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青藏铁路
精神也在这里发扬光大。

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
打开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新通道

青藏铁路自开通以来，承担着 75%进出
藏旅客和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拉动青海、
西藏GDP总量年增长 10％以上，成为青海、

西藏两省区人民走向团结、幸福、和谐和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金桥”，被誉为青藏高原人
民的生命线、幸福线、团结线、经济线、生
态线。

继青藏铁路格拉段开通运营后，围绕西
宁、格尔木、拉萨等轴心城市，高原铁路不断
向外延伸，先后建成投产拉萨至日喀则、敦
煌铁路、格库铁路，完成青藏铁路新关角隧
道、格拉段扩能改造项目。一张四通八达的
高原铁路交通蓝图跃然纸上，逐步形成“东
接内地、南连川滇、西达新疆、北上敦煌”的
枢纽型结构框架，拉近了青藏高原与祖国内
地乃至世界的距离。

多条铁路辐射周边的铁路网，不仅带动
了铁路沿线企业的发展和富余劳动力就业，
而且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改善
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沿线农牧民纷纷吃上
了“铁路饭”。

自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以来，青藏集
团公司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新机遇，不
断深化路地沟通合作、路内区域合作、路企
战略合作，进出西藏货物运量大幅提升，给
青海和西藏实施的“全面开放带动战略”带
来了强大的运力支撑。截至 2021年 6月底，
累计运送货物 6.9 亿吨，货物运送量由 2006
年的 2491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5019.8 万
吨，其中累计运送进出藏货物 6834.7万吨。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铁路建设仍将
保持较大规模，“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
型，将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
达的高铁网。青藏集团公司到 2035年，将形
成北上南疆，贯通敦格接河西；南下川渝，挺
进玉树进昌都；东联陇海，承接包兰太中银；
西出南亚，分道和田通新藏；延伸拉林，接轨
川藏入云贵的路网新格局。为青藏两省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运力支撑，形成

“人尽其行、货畅其流”对内对外开放的新
通道。

如今，在青藏铁路精神的强大作用下，
青藏铁路已经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给各族群众带来了满满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是架起了“世界屋脊”
通向世界的“致富金桥”。

（来源 / 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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