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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青藏铁路精神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慧慧

2006 年 7 月 1 日，经过 13 万建设者 5 年艰苦卓绝

的奋战，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此时，

距离 1958 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开

工已近 50 年了。

在创造线路最长、海拔最高、速度最快等多项世

界第一的同时，青藏铁路人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

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人

类铁路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形成了“挑战极限、勇

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

回想起当初一个月体重下降 20 公斤的经历，参

与青藏铁路建设的中国中铁五局工人张鹏仍然心有

余悸。作为木工班班长，张鹏来到昆仑山后，高原反

应明显，头昏头痛，胸闷心慌，经常上火流鼻血，体重

骤降，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这样的困难，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比比皆是。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

使其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铁路工程项目”。

特别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因修建难度太大，814

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工程，先后历时 20 多年才修

建完成。其中，瓶颈性工程——全长 4.01 公里的老

关角隧道，由于受当时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施工技术

条件等因素制约，几度停工，1982 年才正式通车。

建设团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关角隧道修建

过程中，就有 55 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谱写出青藏

铁路建设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尽管如此，但建设大军们仍然前赴后继。经过

艰苦卓绝的奋战，青藏铁路西格段于 1984 年 5 月 1

日开通运营。西格段通车初期，青藏铁路的运营者

们克服种种困难，用高度的使命感和顽强的作风，确

保了“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的安全畅通。也正是

在青藏铁路人的滋养灌溉下，“扎根高原的吃苦精

神、立足本职的创业精神、协作有爱的团结精神、默

默无闻的奉献精神”这一老青藏线精神孕育而出并

发扬光大，为后来青藏铁路精神的铸成奠定了坚实

基础。

进入新世纪，生产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青藏铁

路人不畏艰险、挑战极限的作风没有变。

昆仑山上发生 8.1 级强烈地震后，为了避免隧道

出现更大坍塌风险，张鹏一马当先冲进塌方区。在

他的带领下，大家奋勇争先，一边清理塌方、加强临

时支护，一边往隧道顶部喷射混凝土，防止更大的塌

方。连续战斗 6 天，终于止住了塌方。

为了测试冰冻厚度，为主桥墩基坑的开挖做准

备，中铁大桥局集团青藏铁路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戴登宇一行 8 人在寒冷的冬夜来到拉萨河上凿冰掘

坑。数据拿到了，8 人却全部被紧急送往医院的高

压氧仓治疗。

无数个例子，充分展现出青藏铁路人扎根雪域、

与 苦 相 伴 ，缺 氧 不 缺 精 神 ，艰 苦 不 怕 吃 苦 的 英 雄

气概。

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根据时代的需求，一种精神会展现出不同的

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藏铁路精神更多体现的是

青藏铁路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革命英雄主义气

概；随着时代发展，新世纪的青藏铁路精神又多了科

学施工、科学管理的精神内涵。

1984年 5月，数万军民终于将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从西宁修到了格尔木的南山口。然而直到 2001 年，

铁轨依然静静地卧在海拔 2800 米的南山口，未再往

前延伸。这其中最大的“拦路虎”就是冻土、高寒和缺

氧。修建青藏铁路，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科技。

即使是在条件较好的内地也要两年才能完工的

特大桥，但在青藏高原上居然只用了 11 个月！

在青藏铁路三岔河特大桥施工中，中铁十四局

集团三公司副总经理刘广和带领项目技术小组展开

科技攻关，翻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多次到设计院向

有关专家请教，并深入当地气象、公路等部门调查了

解，最终确定“搭设暖棚、蒸汽养护、加强量测、改进

工艺、合理布置、全面作业”的冬期施工方案。首开

世界高寒铁路桥梁冬季混凝土施工先河，填补了国

内铁路桥梁施工技术的空白。

“在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铁路系统与中科院、

工程院、青藏两省区和有关科研单位、高校、企业联

合攻关，取得突破，实现领先，世人赞叹。”中国铁道

学会理事长卢春房说，在之后的高铁建设中，这一品

格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

量办大事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双重优势，20 年间我国

实现了高铁技术由跟跑到并跑、由并跑到领跑的

跨越。

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原铁道部提出“拼搏奉

献，依靠科技，保障健康，爱护环境，争创一流”的总

体要求，“先生存后生产”“要奋斗不要有牺牲”成为

共识。铁路部门在格尔木建立了全路第一个高原病

防治中心，在全线建立起三级医疗保障体系。在历

时数年的建设中，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在高寒缺氧、特

殊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实现了高原病“零死亡”。

开通运营之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又

以科技为支撑，通过先进的列车运行控制、安全监测

系统和冻土路基主动保温等措施，保障青藏铁路安

全平稳。建设 20 年、运维管理 15 年来，青藏铁路创

造了许多经验，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管理方面的，

很多经验已成功应用于全路乃至全国的工程建设。

不忘初心的责任担当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十万铁军

撤离青藏，但有一支队伍留了下来。这就是中国铁

建十二局集团，他们的新任务就是养护青藏铁路唐

古拉以南段 525.547 公里的冻土线路。

建好更要用好。青藏铁路广大建设者和运维者

心系各族群众，秉持责任担当，不畏艰难困苦，担负

起管理运营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责任，丰富拓展了

青藏铁路精神的内涵。

常年坚守的并不只有十二局集团，中国中铁科

研院西北院更是坚守超过了半个世纪。1961 年初，

中国中铁科研院西北院就在海拔 4780 米的风火山

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年值

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对多年冻土进行长期、系统的

观测和研究。面对风火山严重缺氧、冬季漫长，最低

气温零下 40 多摄氏度的恶劣自然条件，半个世纪以

来，三代科研人员默默奉献，测取了 1200 多万个高

原冻土区气象和地温数据，用青春乃至生命凝结成

29 项重大科研成果，为破解多年冻土难题、建设青

藏铁路提供了科学依据。直到现在，他们仍然坚守

在风火山上，不间断地观测冻土、气象和路基变化，

为青藏铁路运行提供持续保障。

青藏铁路的建成和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

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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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千年祈盼，让世界为之赞

叹。自青藏铁路 2006 年开通至 2021 年 6 月底，青藏

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运送旅客 2.67 亿人次，运送货物

6.9 亿吨，给青海和西藏实施全面开放带动战略带来

了强大的运力支撑。

传奇已写就，梦想在延续。秉持着为民初心，

继青藏铁路格拉段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又先后建

成投产拉萨至日喀则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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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6 月 25 日，西藏自治区首条电气化铁路——拉

萨至林芝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

组同步投入运营，复兴号首次开进西藏。川藏铁路

雅林段也于 2020 年 11 月开工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广大铁

路建设者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科

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高质量推进工程建

设 ，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作 出 新 的

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青藏铁路精神必将引领

我们砥砺奋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

路上加速奔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大征程中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海拔高服务水平要更高
本报记者 贺建明

10 月下旬，拉萨火车站如往常一样繁忙。来自

山西的旅客刘先生正拖着笨重的行李乘坐电梯前往

候车室，一不小心，行李散落，他被绊倒在正在运行

的电梯上。正当大家惊慌无措时，一个身影飞奔而

来按下了电梯紧急制动按钮，随后又来到刘先生旁

边询问情况。

这个身影就是当天的客运值班站长次仁德吉。

次仁德吉与铁路结缘还要从高中时说起。2002

年，读高中的次仁德吉陪家人到西宁看病，一家人乘

大巴辗转了一天一夜才从拉萨到达格尔木。在格尔

木，她第一次坐上了火车。“比起大巴来，这个可以移

动的大房子太舒服了。”这次经历让次仁德吉对家门

口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产生了无限憧憬。怀揣着这

份憧憬，高中毕业时，次仁德吉报考了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此

时，大学毕业后的次仁德吉也被分配到了拉萨西站

列检车间，成为一名列车“女医生”。因工作需

要，2011 年 11 月她被调配到拉萨火车站，成为一

名客运员。从与冰冷的列车机械零件打交道，到面

对面服务旅客，这对次仁德吉来说着实是不小的

挑战。

“不懂就学，多总结、多积累，以诚待人、将心比

心，我一定能把这份工作做好。”多年的积累让次仁

德吉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她总能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以最快速度处理突发事件。

2018 年 10 月的一天，一名旅客晕倒在候车室，

当时已有 8 个月身孕的次仁德吉一边赶往现场，一

边联系同事准备氧气包、轮椅等医疗设备。疏散围

观旅客、熟练按压晕倒旅客人中穴⋯⋯经过紧张处

置，旅客慢慢清醒恢复意识。送走旅客后，次仁德吉

突然腹痛难忍，当晚，她早产 1 个多月生下宝宝。

为人母的次仁德吉对工作有了更细心的付出，

她总结提炼了“热情、细致、耐心、熟练”的服务

理念与“每天改进一点、每天变化一点、每天进步

一点、每天努力一点、每天超越一点”的班组“五

点”激励法，在班组凝聚起了快乐学习、激情工作

的团队精神。

“拉萨火车站海拔高，我们的服务水平要更高。

车站作为一个城市的窗口，就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我

们要用一流的服务笑迎八方宾客。”次仁德吉说。

上图上图 复兴号列车复兴号列车在西藏山南市境内的拉林铁路上行驶在西藏山南市境内的拉林铁路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觉觉 果果摄摄

底图底图 一列火车行驶在念青唐古拉雪山脚下的青藏铁路上一列火车行驶在念青唐古拉雪山脚下的青藏铁路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普布扎西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