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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背畜驮到立体交通

1930 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
曾这样形容西藏的道路：“乱石纵横，
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和平
解放前，从青海西宁或四川雅安到拉
萨往返一次，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西藏建设，始于交通。70年来，西藏
逐步建立起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管道
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公路里程迅速增加。目前，西
藏建制村村村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1.88 万公里，乡镇、建制村通畅率分
别达94%、76%。高速及一级公路通车
里程约700公里。

——铁路建设日新月异。全长
1956 公里的青藏铁路于 2006 年 7 月
1日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
路的历史。今年6月，拉萨至林芝铁路
建成通车，至此铁路已通达拉萨、那
曲、日喀则、林芝、山南等5座城市。

——“空中天路”更加便捷。今年8
月7日，拉萨贡嘎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建成投运，成为西藏最大航站楼。昌都
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
莎等支线机场相继建成，国际国内航
线达到140条，通航城市66个。

数字的背后，是时代发展的变迁，
更是西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性跨
越的体现。

“天路”通畅促产业兴旺

沿着 219 国道一路向西，进入阿
里普兰县，著名的冈仁波齐峰和玛旁

雍错引人注目，山脚下的巴嘎乡岗莎
村热闹非常。

道路通，游客至。“最近 3 年自驾
游一年比一年多，有的村民开家庭旅
馆，有的做导游，全村没有闲人。”46
岁的岗莎村村民旦巴说。

岗莎村 2018 年底注册成立阿里
首家村办企业——西藏冈仁波齐转山
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拥有30多年
历史的牦牛运输队发展为现代企业。

“全村参与牦牛运输队的群众增
至338户、1164人，入股牦牛1164头、
马 1164 匹。每户每年创收 1.6 万元以
上，部分家庭年收入达20多万元。”岗
莎村党总支书记多吉白玛说，他们守
着山水资源提前实现小康，得益于从
砂石路到沥青路的改变。

依托“世界屋脊”的独特景观，道
路沿线昔日一个个闭塞山村，告别贫
困迎来小康。“天路”纵横，连接的不只
是万水千山，还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
促进了经济发展。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的数
据显示，那曲物流中心年货物到发量
由 2006 年的 7.2 万吨增至 2020 年的
51.8万吨，增幅达619%。

“原来靠汽车运输安全性和时效
性差，现在铁路运输既快又安全，运输
量提高很多。”在海拔 4500 米的那曲
物流中心工作 10 年多的色尼区罗玛
镇牧民吉美说。

民生福祉随“路”而至

交通，于西藏而言，是建设的奇
迹，是生活的改变，更是明天的希望。

交通守护了生命。“以前全是土
路，外出只能骑马或坐马车，有些病人
在送医路上就没了。”对于交通变化，
南木林县南木林镇恰娃村 42 岁的平
措深有感触，“20 年前亲戚家孩子突
发癫痫，因为路途不便，还没送到医院
就去世了。现在半个小时就能到日喀
则市，出行不再是看病阻碍。”

交通带来了就业。拉林铁路的开

通运营，不仅为沿线县域经济发展注
入了活力，同时也带动剩余劳动力转
移就业。应运而生的林芝市朗县铁路
护路联防队，吸纳了80名当地群众稳
定就业。“以往主要收入来源是采挖虫
草和打零散工，今年通过考试成为护
路员。”朗县仲达镇 35 岁的普巴幸福
感溢于言表，“每月有几千元工资，离
家近还能照顾家人。”

交通便利了生活。2020年11月，
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县扎西宗
乡群众首次收到了快递包裹。在全国最
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门巴族居民
拉杰也惊喜不已，他网购的冰箱竟送货
到家了。“冰箱虽不是稀罕东西，但以前
大件货品都不送墨脱，现在路畅通了，
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他说。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研究员达瓦次
仁说，西藏和平解放前，交通处于人背
畜驮的原始状态，严重阻碍经济社会
发展。如今一日千里的现代交通，正惠
及百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团结线铺就幸福路
西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华社记者 罗博 刘洪明 李键

雪域欢歌 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曾经，进藏难甚于蜀道难，千百年

来只有骡马、牦牛踏出来的古道可走。

如今，由公路、航空、铁路构筑起的综

合立体交通体系，连接千万藏家。

翻过唐古拉山，飞越横断山脉，跨

过雅鲁藏布江。和平解放70年来，条条

“天路”通西藏，“世界屋脊”不再遥远。

2021年6月18日，北京直飞林芝航线在时隔近6年后复航。这是西藏林芝米林机场欢迎旅客场景。新华社 发

（上接第一版）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赵一曼、陈树湘、杨靖宇、孔繁森、李

保国、黄文秀……展板上，一个个响亮的
名字，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终身的
英雄群像。

从太行绝壁上开凿的红旗渠到南水
北调工程织就互联互通的水网，从“两弹
一星”到国产航母……一项项举世瞩目
的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胸前佩戴着“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来自江西的观众彭春鸣观看展览时几度哽
咽。“我们党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今天，取得
了这么辉煌的成就，真是太了不起了。”彭
春鸣说，无数牺牲奉献的共产党员用生命
凝聚成的精神伟力，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建
设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至
关重要。

百年党史的长轴画卷上，从严治党
一以贯之。

作风建设无小事，反腐斗争“零容忍”。
从“八项规定”展板到近年来纪检监

察机关的立案审查数据……沿着展览路
线行进，一项项正风反腐、打虎拍蝇的成
果展现在观众眼前。

“近年来，特别是‘八项规定’的实施
推动党的面貌焕然一新。”观众宋硕感慨
颇深：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和宝贵品质，也是我们党
历经沧桑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关键所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
力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检察官
助理王景超说，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
正落到实处，我们党必将在革故鼎新、守
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为国家、民
族的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站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模型前，鞍钢
总医院援鄂医疗队、血液透析室主管护
师邢程激动地寻找着自己当时所负责病
区的位置。

一年多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党中央一声令下，4.26万名医务
人员逆行出征。从出生30个小时的婴儿
到百岁老人，一个都不放弃。

数十个日日夜夜，视如亲人般的细
心照护，在邢程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
82 名患者从她所在的病区康复出院。

“最开心的是，我兑现了当时向患者作出
的承诺——我们一定和你们一起摘掉口
罩迎接春暖花开。”邢程自豪地说。

援鄂医疗队、国家医疗队、党员骨干
突击队……展厅中悬挂的一面面红色队
旗，彰显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

念，书写下抗击疫情的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

地把人民写在旗帜上、融入血液中。
从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中的“夜

打灯笼访贫农”，到长征路上3名女红军
“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
义战士雷锋，到“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
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的廖俊波……
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
生动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

“一代代党的好干部不怕牺牲，英勇
斗争，一心扑在服务人民群众的‘战场’
上。‘人民’二字重千钧，是我们党取得一
个又一个胜利的不竭动力。”长春市宽城
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参
观展览后说，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今后
将更加坚定地为人民服务。

展厅中，一幅名为《铜墙铁壁》的油
画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画中，朝气蓬
勃的民兵簇拥在毛泽东同志周围，金色
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也洒在身后绵延
起伏山岭中的民兵队伍身上。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
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到激情燃烧
的建设岁月，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一百年来，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
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在最广大人民
之中，党汲取到最磅礴、最持久的力量。

反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
各地选举人大代表热烈场景的展板,吸引
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周敏的目光。

“你看选民们选举时多么认真！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正是在
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的创造。”周敏说。

百年来，我们党为人民而生，更因人
民而兴。

一面雕塑生动再现了1978年，安徽
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

“生死状”上按下红手印，分田到户，率先
实行“大包干”的场景。当年豁出身家性命
干的事，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声惊雷。

从“大包干”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从“三来一补”到发展乡镇企业，从浙江

“最多跑一次”改革到福建三明综合医改
……尊重基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成
为党推进改革的不竭动力源泉。

来自人民的创新创造力量空前迸
发，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
间奇迹。

在展厅“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
山”的巨型标语下，来自河南宝丰的郭丽
可用手机拍照留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
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党，我们才

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郭丽可说。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人民的福祉。也正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
得到人民的拥护。”参加外国驻华使节和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专场参观的老挝驻华
大使坎葆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也有着让人动容的世界情怀。

勇担复兴大任，矢志开创未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
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长
期艰辛奋斗。

一边是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 段
“天梯”，另一边是用钢管构成的2556级
“钢梯路”——站在家乡“悬崖村”改造前
后的对比图前，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副县
长吉色方森请同伴帮自己留了一张影。

2016年至2017年，凉山州、昭觉县
两级财政投入 100 万元，基层党员干部
带领当地群众将 1500 多根、40 多吨重
的钢管和6000多个扣件背上了山，用双
手建起钢梯。从此，“悬崖村”村民翻越了

“贫困大山”。
“悬崖村”的变迁，生动反映出中国最

贫困人口脱贫奔小康的历程。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脱贫攻坚
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和全面胜利——

近1亿人！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未来，我将立足本职工
作，继续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吉
色方森说。

“以民为本，吾党所向。民族复兴，百
年担当。摆脱贫困，全面小康。惠此中华，
以利四方。”镌刻在展品“小康宝鼎”上的
32字铭文，记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这份伟大的“奇迹”，每个中国人都
深切感受着。

从成都前来参观的退休人员颜霞对
展览里还原的几组家庭场景印象深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家里没几
件像样的家具；八九十年代“新三件”取代
了“老三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开始走进
寻常百姓家，生活条件好转；如今，小康之
家温馨舒适，人们不再为基本生活发愁。

“这些就是我们真实生活里发生的
变化。”颜霞说，“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

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站在1∶1复制的嫦娥五号探测器着陆

器面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
二一一厂一车间操作工、特级技师史海军
深感航天梦就是一个浓缩的强国梦。如今，
这个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

“墨子号”量子卫星、C919 大飞机、
高铁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神威·太湖之
光”超级计算机、全球首款消费级可折叠
柔性屏手机……一件件复原模型和实物
展品，彰显着中国科技不断勇攀高峰，播
撒创新的种子，迸发创新的激情。

展览尾声部分，一条“时空隧道”令
人 身 临 其 境 。大 屏 幕 影 像 通 过 选 取
1921、1949、1978、2012、2020 年 5 个重
要时间节点，在光影变幻中展现中国共
产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第二次来到党史展览馆参观，俄罗斯
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依然感慨万千。他表
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
9500万名党员的大党，这是一支受到人民
拥护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
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座红色场馆，一段壮阔历史，一份
精神传承。

观展结束，观众纷纷在留言本上写
下内心的澎湃——

“真希望那些逝去的先驱能看到现
在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

“没有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在了
和平的国家。”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
百年浩气，砥砺中华。
在展馆的主题邮局里，不少观众寄

出了印有“100100”邮编的明信片。特殊
的邮编纪念着党史展览馆落成于建党
100 周年之际，也寓意着中国共产党完
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勇往直前。

从党史馆发出，一封封明信片将飞
向全国各地，带着对过往峥嵘历史的致
敬，更饱含对奋进新征程的期许。

吴向东表示，下一步，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将坚持“守正”、注重“创新”，在
完善展陈布置、加强讲解阐释、服务观众
参观等方面发力，把展馆和展览打造成展
示党的波澜壮阔百年奋斗历史的不朽丰
碑、共产党员受教育受洗礼的精神家园和
精神殿堂、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
基地、权威重要的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阵
地、面向国际社会宣传展示中国共产党光
荣历史和光辉形象的重要平台。

历史启迪当下，更昭示未来。
面向新征程，用好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这座“红色基因库”，从党的奋斗
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在鉴往知来中奋
力前行，必将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伟大的征程不朽的史诗

（紧接第一版）另含有3种珍贵的活
性物质，分别是双链松茸多糖、松茸
多肽和全世界所有植物中独一无二
的抗癌物质——松茸醇。

而在日本国内，松茸产量极低。
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
商界便每年到中国大量进口松茸，
以供上层精英人士作为保健食品，
由此掀起了日本人的吃松茸热。

进入21世纪后，松茸已被全
球食客视为顶级食材，更是屡次
登上中国国宴！

在2001年10月21日现身上
海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欢迎
宴会、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2015 年 9 月 3 日抗战
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宴请各国嘉
宾的“国宴”、2016 年 9 月 4 日杭
州G20峰会上，“松茸”频频露相，

“国宴”松茸进入世人视线。
“神奇”的松茸，就这样迷醉

了无数中外食客，让人类浩瀚的
饮食文明翻开了新的篇章。然而
就算放眼全球，这种食用菌的产
量也极其有限，中国产松茸的地
方屈指可数，主要在四川、云南、
西藏以及吉林等地，产量稀少。

非常幸运的是，甘孜州是中
国松茸的主要产地，雅江、稻城、
康定、九龙、乡城等地都出产松
茸，产品每年销往国内各地。

而甘孜州出口松茸的历史，
从1988年就开始了。

据州商务合作局提供信息，
在1988年，我州稻城、雅江、康定
等地出产的松茸，便已远销东南
亚、日本和韩国。多年间，日本一
直是甘孜松茸的“收购大户”。

非常注重健康养生的日本客
户，之所以对甘孜州松茸“情有独
钟”，是因为这片高原上的产品能
够经得起严苛的食药品检测。

每一颗松茸在“走出国门”之
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检疫检测报告、
农药残留检测报告、微生物检测报
告。而多年间，出产于甘孜州各地的
松茸在出口时，都未收到过哪怕一
份海关所出具的不合格证明。

能够屡上“国宴”，松茸自然
是名副其实的纯天然健康食品。

近年来，随着我州松茸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每年出口量持续
增长，2020年全州菌类出口金额
达到4948万元。

松茸之珍
既然松茸如此畅销，发达国家

为何不运用先进技术将其人工培
育，进而实现大规模种植呢？答案
是，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在经历漫漫长路，无尽的暗夜
之后冒出头来，它舒爽地张开每一
个细胞，汲取天地之精华。而后，它
将只有一周的生命献给人们的餐
桌。然而在一周内人类还没有找到
它，它就将老化、开伞，直至消逝，
幻化为守护森林的养分。

这就是松茸，一种全靠自然
馈赠的食品。

几百年间，已有人无数次尝
试将松茸进行人工培育，无一例
外都以失败告终。

这种神奇的“蘑菇”，是顶级
食材，同时也是国家级保护物种。

松茸为何会如此珍稀？
首先，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

为苛刻。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松
茸只能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
为干预的原始森林中，孢子必须和
松树的根系形成共生关系，而且共
生树种的年龄必须在50年以上，
才能形成菌丝和菌塘，同时需要依
赖柏树、栎树等阔叶林提供营养支
持，才能形成健康的子实体。松茸
在出土前，必须得到充足的雨水，
出生后必须立即得到充足的光照，
另外温度、虫伤、人为暴力采集对
菌丝的伤害等因素对松茸的生长
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其次，它的生长过程非常漫
长。松茸的生长分为4个阶段：孢
子形成菌丝，菌丝形成菌根，菌根
孕育出子实体，子实体散播孢子，
整个过程需要5~6年时间。

当一支松茸衰老时，它会散
播出 400 亿个孢子。这些孢子随
风飘荡，只有落在松树根系下的
那些能够存活，并随着雨露沉入

浅层土中，吸收根系附近的养分，
长出菌丝。

菌丝会逐渐增多并形成菌
根，在经历了 5 至 6 年的时间后，
菌根处会长出一支子实体，这就
是我们常言所讲的松茸，子实体
会迅速长大然后迅速衰老，开始
新的一轮循环。

然而，生长缓慢的松茸的寿
命却极其短暂。子实体从出土到
成熟，一般只需要7天时间，子实
体成熟48小时后，松茸会迅速衰
老，把体内的营养反哺给松树的
根系和土壤。

生长时间长寿命却短，对生长
环境要求极高。这就决定了松茸是
无法人工种植的，因为人类根本没
有办法在短期内改变自然环境。

于是，松茸成了亚洲地区的
特有物种，甘孜州成了松茸的主
要产区。

零污染的空气、较高的海拔
而又富含养分的土地、充足的日
照、充沛的雨露、雪山耸立、湖泊
静谧……以“蓝色星球上最后一
片净土”稻城亚丁为代表的甘孜
州大部地区，是世界上自然环境
最好的地方。

净土之上，孕育出一片片密林
和草原，多种珍稀动植物在其间生
存，而其中最为独特的便是松茸。

据统计，甘孜州松茸的年总
产量，能占到世界松茸年总产量
的 60%以上。换句话说，世界上
60%的松茸，都在这里生长。

而每一支松茸的诞生，都是
大自然的奇迹。人类，只是大自然
的搬运工，努力多时，只为将这一
份珍馐传递给更多的人。

松茸之馈
虽然如今在网络搜索引擎上

随意搜索“松茸”二字，便会出现
560 多万个词条，其热度往往也
会持续数月之久。但实际上“菌王
之王”现身的时间，却非常短暂，
从每年7月初开始出产，到9月初
陆续完成传播孢子的任务，它便
会从高原上隐去行踪。

其间，和松茸接触最多的，是
到山林间的采挖者、销售人员、运
输人员以及消费者。

自古以来，人们便接受着这
种自然独特的馈赠，从上世纪80
年代末期，“松茸产业”便在甘孜
州开始形成，直至现今发展壮大。

在松茸产地，每到雨季便会
有不少人进山采挖松茸。而在“中
国松茸之乡——雅江”，80%的人
都从事着与松茸有关的工作。

每年夏天，在雅江、稻城、康
定 、乡 城 等 松 茸 产 区 ，从 海 拔
3500 米的河谷林地到海拔 4500
米的山坡之间，每天都会有许多
农牧民们顺着山脊在密林中摸索
寻找。根据统计，平均每行走1公
里，他们才能采挖到1颗松茸。但
每获得一颗松茸，他们都不忘将
土填平压实，埋下来年的希望。

而在山下，还有无数等待着
收购他们劳动所得的农特产品经
销商，快递、速运等物流等工作人
员也早已做好准备。

“松茸季”的每一天，都有大
量松茸在甘孜汇集，又被分散后
快速送往全球各处。

而这美味传递的速度，还在
加快。

在雅江，规划占地面积 840
亩，总投资6.4亿元的松茸产业园
屹立在国道旁，“顺丰”无人机每
日飞送，打通了“松茸下山的第一
公里”。

在稻城，从农村妇女“变身”
网络红人的“迷藏卓玛”每日直播
带货，每年创下松茸销售新高。

只要辛劳付出，无论何种与
松茸有关的行业，都会有所收获。

多年间，正是这份馈赠，撑起
了农牧民的“致富伞”，铺筑起了
甘孜的“幸福路”。

进入林地寻觅，快速捡选分
类，打包寄送快递，装卸飞机货物，
精心烹饪菜肴，拍摄视频带货……
让松茸走出深山，是每个参与松茸
产业的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同时，他们都在守护自然的
馈赠和这片土地上的初心本味。

（紧接第一版）紧贴退役士兵实
际，兼顾消防救援职业特点，放宽
招录条件，退役士兵年龄放宽至
24 周岁，原在部队从事通信、防
化、航空、潜水等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经
批准年龄可放宽至28周岁。优先
招录中共党员、立功受奖人员、烈
士遗属。录用后，退役士兵服现役
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按有关规定

确定衔级职级和工资待遇。
《通知》强调，各地要提高思想

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增强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招录
工作机制顺畅运行、健康发展。加
大政策、人员保障力度，精心安排
部署，细化职责分工和推进措施，
规范操作程序，提高招录质量。坚
持“阳光招录”“廉洁招录”，确保公
平公正公开。 据新华社

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的通知

这就是松茸，
蕴藏于甘孜的初心本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