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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吴光于

青藏高原，万壑绵延。70 年前，两条“天路”

翻越崇山峻岭，形成巨大的“V”字，汇聚在拉萨，

创造了人类筑路史上壮怀激越的传奇。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建

成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指出，“60 年来，在

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

族团结的‘两路’精神”“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

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

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

胞共同富裕之路”。

牢记殷殷嘱托，“两路”沿线干部群众奋发图

强，砥砺前行。在不断改善的民生里，在高质量

发展的脉动里，在愈加密切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两路”精神历久弥新。

绝境凿空 不畏牺牲勇往直前

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

14 座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大山，跨越大渡河、金

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十多条湍急的河流，2412

公里的川藏公路北线在海拔 300 米到 5130 米之

间跌陡转换。

横贯连绵的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穿越茫

茫戈壁、羌塘草原，1937 公里的青藏公路全线平

均海拔超过 4000 米。

“两路”修筑里程之长、海拔之高、工程之艰

巨，为世界公路史所罕见。20 世纪 50 年代，张

国华、慕生忠两位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将军，一

南一北，带领 11 万多筑路军民奋战 5 年，“背着公

路”进西藏。

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在《雪域长歌》中曾写

道：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姐姐、随父亲一起“出征”

的 3 岁的小难，还未走到高原，便被肺炎夺去了

生命。川藏公路，3000 多位英烈用血肉筑成路

基，平均每一公里就有超过一位筑路者牺牲。还

有无数人因伤致残、积劳成疾……

今日拉萨河畔，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矗立在

高原艳阳下，面前是川流不息的人来车往。

此情此景，让川藏公路沿路的所见所闻，化

为充盈在内心的激动与感怀。

“川藏第一险”雀儿山。1951 年的冬天，战

士张福林在工地上检查炮眼及装药情况时，一块

巨石忽然落下砸中了他的右腿和腰。深知自己

伤势严重，他告诉卫生员不要为他浪费药物，叮

嘱战友为他再交一次党费。这位揣着 5 包菜籽

出征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在高原洒下希望的种

子，便将 25 岁的青春留在了雀儿山下。

今天，从张福林牺牲的地方延伸出的公路已

通向甘孜州最北端石渠县的扎溪卡草原深处。

70 多年前，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为支援公路建设

贡献了 6000 头牦牛。

如今，牦牛养殖仍是当地群众赖以为生的产

业，这个常住人口仅 10 万人的县 2023 年牧业产

值超 6.1 亿元。

脱贫路与“两路”一样，凝聚着无数干部群众

的奋斗。它也与“两路”一样，写满忠诚和牺牲。

今天的扎溪卡草原上，人们念念不忘一个

人。2020 年 7 月，彝族汉子八足乌合跟随甘孜

州色达县工作组奔赴石渠县开展脱贫攻坚交叉

普查验收和监督工作。连续多日，他深入深山牧

场，日夜鏖战，当年 8 月 2 日，因过度劳累、高寒缺

氧引起颅内出血，生命定格在 35 岁。

有奋斗的地方就有牺牲，“两路”通车 70 年

来，各行各业奋斗者前赴后继，许多人将生命留

在雪域高原。他们与那些为筑路而牺牲的先烈

一样，化为“天路”上盛开的格桑花。

攻坚克难 奋进路上顽强拼搏

70 多年前，修筑“两路”的军民靠着简陋的

工具，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

踏上征程。

“山再高，没有我们的脚底板高；困难再大，

没有我们的决心大！”2019 年，99 岁的十八军老

战士魏克，曾努力挺直腰板，一字一顿地对记者

这样说。2023 年，103 岁的他走了，留下厚厚的

进藏日记，字字见豪情。

“前一天修的路，第二天就没有了——山倒

了！前一天蹚过的河，第二天就没有了——变成

堰塞湖了！”——十八军文工团干事李俊琛曾如

此回忆川藏公路的修筑。

今 天 ，新 一 代 的 筑 路 人 也 在 体 会 如 此 的

艰辛。

隆冬时节，被誉为“康巴第一关”的甘孜州

康定市折多山脚下，设计全长 8500 米的折多山

隧道正在施工。隧道位于高烈度地震区域，目

前正面临又软又脆且富水的“碳质千枚岩”的考

验，不能爆破，也不能使用盾构机，只能用挖掘

机一点点掘进。自 2018 年开工建设以来，施工

方已处理了几十次大变形和渗水。“这里简直就

是一个不良地质博物馆！”蜀道集团项目经理侯

小红感叹。

“海拔 5000 米，气温零下 30 摄氏度，开水沸

点 70 摄氏度，我们的士气 100 摄氏度！”——张

福林的战友杜琳如此回忆平均每公里路牺牲 7

位战士的雀儿山。

今 天 ，筑 路 军 民 的 拼 搏 精 神 也 鼓 舞 着 后

来人。

唐 古 拉 山 口 ，青 藏 公 路 的 最 高 点 。 海 拔

5231 米的 109 养护保通点被人们称为“天下第

一道班”。这里年平均气温零下 8 摄氏度，最冷

时达零下 40 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

40％，一年有 120 天以上刮着 8 级大风。

由于养护路段穿越多年冻土地带，每年都会

发生泥石流、雪毁、路面沉陷、网裂、纵裂等自然

灾害和公路病害。养护工人巴布记得，一次唐古

拉山突降暴雪，上百辆车堵在雪窝子中，进退不

得。工人们彻夜忙碌，抓紧抢通道路。当他们返

回驻地时，湿透的手套已冻在手上脱不下来。剥

离手套时，双手鲜血淋漓，却毫无痛感。

一代代人的奋斗和坚守，让“天路”成为永不

褪色的传奇。

今天，沿着川藏公路向拉萨行进，大大小小

60 多个隧道避开了初建时最危险的路段。车窗

外，一个个铁路桥墩让人对将来更加便捷安全的

进藏路满怀憧憬。

交通的提升没有止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西藏考察期间指出，加快铁路、公路及其他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全国的交

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啊，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

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

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

牢记这一嘱托，西藏着力构建立体交通网。

截至目前，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 12.33 万公里。

过去十年，拉日铁路、拉林铁路相继开通运营，全

区铁路运营里程达 1187.8 公里。全区 8 座民用

机场，178 条航线，从拉萨出发，一日之内畅达全

国。2023 年，全区客运量 1702.14 万人，货运量

5059.70 万吨。

不断完善的交通网，托起西藏向高质量发展

阔步迈进的步伐。

肝胆相照 民族团结谱写新篇

“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

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

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

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今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重要指引。

“两路”精神，正是在各族儿女为共同梦想奋

斗的过程中诞生。

“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

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军民本是一家

人，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这首《洗衣歌》诞

生于川藏公路上的小城巴塘县：70 多年前，筑路

的十八军战士在这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00

多位藏族青年追随“金珠玛米”（藏语：打破枷锁

的战士）的队伍而去。

今天，“两路”如同长长的哈达，将各族同胞

的心系得更紧。

青藏公路旁，海拔 4600 米的可可西里不冻

泉保护站，“扎西超市”的女主人扎西德吉是往来

旅客们心目中最热情的“阿佳拉”（藏语：姐姐）。

20 多年前，她跟随在可可西里管理局担任巡山

队员的丈夫来到这里。每次巡山前，队员们都会

先来这里辞行，狼吞虎咽地吃下她备好的饭菜，

在她的目送中走进荒野。小店里常备着氧气罐

和缓解高反的药品，她已记不清，这些年来有多

少高反严重的旅行者在这里捡回一条命。

在等待与送别中，时光倏忽而过。从青藏铁

路通车到盗猎藏羚羊枪声禁绝，再到三江源生态

移民走向新生活……她从过往的旅人身上感受

着高原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脉搏。

今天，“两路”架起发展的“金桥”，让高原离

共同富裕的梦想更近。

甘孜州康定市塔公草原上，无论寒暑，游客

络绎不绝，2023 年，塔公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千

万元。“摄影家天堂”新都桥镇，新一村驻村第一

书记陈宏键隔三岔五就会接到喝喜酒的邀请，在

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吃旅游饭的小镇上，藏汉结

合的“团结家庭”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 1 月到 10 月，甘孜州共接待游客 41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50 亿元。贡嘎山、

稻城亚丁、格聂之眼……正成为“天路”新名片。

今天，“两路”精神召唤更多人奔赴雪域高

原，踏上建设美丽西藏的征程。

过去 30 年，近 1.2 万名干部人才沿着一条条

新“天路”进藏支援西藏建设。“日光城”拉萨，“北

京中学”点亮农牧区孩子的梦想；藏西阿里，陕西

援藏医生帮助几近失明的老人重获光明与希望；

藏东林芝嘎拉村，广东援藏干部带来的发展思路

让“桃花村”的生活如花绽放……

甘孜州文旅局局长刘洪常年奔波在川藏公

路上。作为全国文旅局局长中的网络“顶流”，他

不光努力宣传家乡的山山水水，也一直致力于用

短视频讲述红色历史。网络上，他以十八军战士

形象拍摄的再现筑路历史的短视频，点赞超过

260 万 次 。“ 伟 大 的 精 神 具 有 跨 越 时 空 的 感 召

力。”他感叹。

从自驾到摩旅，从自行车到徒步，今天无论

以何种方式进藏，人们总会在一些地方驻足，或

放上一个苹果，或献上一朵路边的格桑花。峡谷

中、高山下，致敬的鸣笛声如呜咽，如呼唤，久久

回荡。“两路”精神的光芒，就这样穿透历史，照耀

到每个人的心上。

（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 两路”精神的时代回响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轻扶方向盘，只需少量人工干预，汽车即可行驶——让车子自己

“看”路，是使用高精度雷达，还是依靠摄像头＋AI？

智能驾驶的未来方向，近日再次引发热议。热议背后，是越来越

多智能汽车已经上路，人们出行更加便利。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智

能汽车销量将数以千万计。

无论是雷达向“毫米”精度升级，还是 AI学习“人眼”看世界，不同

的智能驾驶技术路线中，蕴含着同样硬核的创新能力。

回顾 2024 年，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多项新技术加速向日常

“落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当口，从交通到教育，从

养老到医疗，科技创新持续为人们带来更便捷的生活体验。

厚厚一沓纸，是小学一个班级 40 余名学生的课堂作业，放入一台

类似打印机的机器中，很快完成扫描并输出结果：每道题都有留痕批

改，细致到错题的具体错因。

依托光学字符识别、数据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从前老师可能要

判一小时的作业量，如今只需一分钟。

走进甘肃的“幸福兰州长者食堂”，餐盘内置芯片，感应区自动称

重、计价秤自动扣费、系统后台保存数据并提出个性化合理膳食建议，后厨还配备了

一名烹饪机器人担任“厨师”。

这是兰州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一部分。结合能收集心率、体动频次等生命体征

的智能床垫，以及视频通话设备和语音报警器，在 5G 网络、云数据平台等科技“加持”

下，老年人得到更多暖心、安心的服务。

科技创新加快“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在为民生福祉注入新活力。

2024 年春运，12306 的日售票量最高达 2091.6 万张，日页面浏览量最高达 898.3

亿次。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这个铁路售票系统为上亿人顺利踏上回家路“保

驾护航”。

每天服药，是许多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烦心事。今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新增

我国一款治疗血脂异常的创新药托莱西单抗注射液，患者可以灵活选择 2 至 6 周注

射一次。自主研发的国产新药，让人们的治疗选择尽快与国际接轨。

一项项惠及万千百姓的科技突破，背后是中国创新的基座不断筑实。

借助数字技术，教室“一块屏”打破城市与乡村教育的围墙，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浏览量已超 400 亿次；让数据多跑、群众少跑，各地“掌上办”政务平台不断扩容，

全国 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

而作为数字技术的支撑，我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一年跨上一个台阶。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我国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 29 个，提前完成“十四五”发展目标。根据

《中国综合算力指数报告（2024）》，我国算力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智能算力同比增长

超过 6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

上升至第 11 位，是 10 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大量的民生日用，同时也转化为科技继续创新发展的牵引力。

丰富的数据和应用场景，是AI升级的“燃料”。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看来，AI技术能力竞争中，中国的优势在于拥

有大市场，以及在新技术领域展现出的强大产业化能力、工程化能力和应用场景能力。

不只 AI，还有脑机接口、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人形机器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立足于 14 亿多人之所需，中国科技正不断加速突破，将从深度和广度上变革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创新不止，未来可期。 （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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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玮

非遗，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非遗传承人，

是这根脉上最活跃的细胞。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 2024 年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

会上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代

表授牌，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代表颁发奖章、证书。

满怀对非遗事业的赤诚之心，

他们矢志护文明之火种、

传永续之文脉。

诸暨市明德小学的学生在AR虚拟现实科普实验室上科学课程。

新华社发

河北省沧州市重庆路小学舞龙

舞狮社团的学生在与舞狮艺人互动。

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非遗传承人何继星（中）在和学员商量非遗民俗“闹灯会”的花灯表演巡游路线。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今年是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20 周年。20 年来，特别

是新时代以来，非遗从一个陌生的外

来概念变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词，推动

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在全国深入开展，非遗保护交出一份

亮眼成绩单。

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文化，

我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

护制度体系。

2011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

布实施，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非遗保护

传承的重要价值、基本内容，非遗工

作进入依法保护新阶段。全国 31 个

省（区、市）出台非遗保护条例，一些

市、县出台地方性法规，非遗保护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开展。

保护名录体系不断完备。目前，国

务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

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3056名，列入国家、省、市、县

四级非遗名录项目10万余项。创新设

立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在整体性保护上迈出重要一步。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保护传承

队伍愈加壮大。

杨永良用一双手编织加牙藏毯

新传奇，马赵凌云以一身功夫“代言”

峨眉武术全世界“圈粉”，江西省婺源

县非遗保护中心着力保护文化生态

空间留住当地古韵乡愁……

这些是来自受表彰先进集体、先

进 个 人 的 事 迹 。 如 今 ，9 万 多 名 国

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一起书写着新时代非遗故事。

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文化和旅

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共同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

计划。2015 年以来，培训非遗传承

人 4 万多人次，加上各地延伸培训，

惠益非遗传承人超 10 万人次。

下一步，“非遗进校园”将向“非

遗在校园”转变，培养一批“小小非遗

传承人”，夯实非遗代代传承的根基。

找到非遗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古老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河南等地举办非遗传承人“黄河

岸边话非遗”系列活动，网络播放量

700 万次，奏响沿黄九省区非遗保护

“大合唱”；浙江推进“传统工艺高质

量传承发展”“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全

国试点，促进传统工艺振兴和群众就

业增收；陕西榆林依托榆林古城、陕

北民歌博物馆等热点景区，探索

打造“非遗＋节庆”“非遗＋

演艺”“非遗＋研学”等文

旅创新项目……

各地依托非遗资

源 建 设 9100 余 家 非

遗工坊，助力乡村振

兴；非遗进景区、跟着

非遗去旅游逐渐成为

新风尚；“非遗在社区”

等活动深入开展，《非

遗里的中国》《非遗公开

课》等节目深受群众喜爱。

众多非遗，为世界文化多

样性增添中国色彩。

不久前，“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有 44 个项

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目前，世界上有近 20 个国家将

农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

分之一的人口庆祝农历新年。

非遗，这张中华文明“金名片”，将

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传承文化之美传承文化之美——

看中国加入看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20 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