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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每天有参观者
前来祭奠。这里，长眠着为进军西藏和建设
西藏献出生命的英雄儿女。

时光流逝，这些英雄儿女和一代代后来
人共同凝聚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
精神”，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创造了“短短几十
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书写着新时代雪
域高原的崭新篇章。

精神，锻造于高原
拉萨火车站，一列列客运列车频繁进出，

往来客流源源不断；拉萨贡嘎机场，设施先进
的新航站楼迎接着天南海北的旅客。
在和平解放前，偌大的西藏没有一条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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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藏之路，难于蜀道。当年进藏女兵李
俊琛曾回忆：“每个人的背负重量不少于50
斤。翻越大雪山时大家都嘴皮发紫，面色苍
白，只能艰难地张嘴喘气，许多人吐出的痰都
是粉红色的……”

在与恶劣大自然的斗争、较量中，精神得
以锻造。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中含氧
量仅为平原地区的60%。强烈的高原反应，让
战士时常出现脸肿、流鼻血、头晕等症状，不少
战士牺牲在进藏路上。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
的是精神。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发扬“老西藏精
神”，矢志艰苦奋斗。

2021年6月25日，拉萨至林芝铁路开通运营。经过6年多的建设，
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不畏困难、艰苦奋斗，攻克高原铁路多项难题，终
于建成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世界屋脊”进入“复兴号”时代。

从电视里看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起当年解放西藏的历程，
居住在四川成都88岁的十八军老战士薛景杰感慨万千。

当年,薛景杰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踏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艰难之旅。
“途经那曲时，海拔是4550米，外面气温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水面上全
是冰块。有的战士到拉萨后就不行了，动手术把腿锯掉了。”

“那时候没路，缺氧，吃穿保障跟不上，但战士们硬是克服困难挺进
了拉萨，解放了西藏。‘老西藏精神'正是发端于70多年前西藏和平解放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老人说。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川表示，“老西藏精神”铭刻于一代代建设西藏
的干部群众基因中，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波澜壮阔历史的生动见证。

精神，扎根在高原
“无垠戈壁绿一丛，历尽沧桑骨殷红；只缘根生大漠下，敢笑翠柏与

青松。”翻开厚厚的《孔繁森日记》，这首孔繁森写于1993年6月的诗作，
表达了共产党人在极端环境下不畏艰苦、坚定乐观的精神。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屋脊”。20多
年前，时年50岁的孔繁森因公殉职。生前，孔繁森两次援藏，后又留藏
工作。

“这需要克服极大困难。那时候，他的母亲高龄，妻子身体不好，三
个孩子尚年幼。”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高杉说，“孔繁森等干部身上体
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发扬“老西藏精神”，舍小家顾
大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扛起了
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大旗。

1951年至1978年，中央从全国调派三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
1994年至2020年，有九千多名优秀干部援藏。

海拔5000多米的双湖县，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中石油干部梁楠
郁，在这里援藏三年到期，尽管血压、血脂、尿酸都偏高，但思量再三，他
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援藏事业。

梁楠郁说：“学习‘老西藏精神’，首先就是要讲政治，服从组织安排，

讲党性，讲境界，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精神，传承在高原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从“老西藏精

神”的缔造者，到一代代实践者、传承者，“老西藏精神”在赓续中焕发出
跨越时空的力量。

“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低，刚来的时候脑子经常是木的，在这里，无论
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一种考验。”对2019年7月从西安刚到阿里工作时
的情景，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里分院副检察长贺军记忆犹新。

阿里地区地域辽阔，到县乡调研工作常常要驱车数百公里。进藏
两年多，贺军的嘴唇变成了深紫色，早已晒黑的脸上泛起了“高原红”。
回顾援藏以来所做的工作，他说，援藏工作虽然艰苦，却是最光荣、最无
悔的选择。

恶劣的高原环境，对于西藏本地干部同样是严峻的挑战。
那曲市安多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秋加是土生土长的安多人，大学毕

业后就没离开过安多。皮肤黝黑的秋加，走路一瘸一拐。由于痛风严
重，脚已经变形了，不得不穿大几码的鞋子。

“安多条件虽差，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干部，只有勤勤恳恳、踏
踏实实服务群众，才能不负组织的期望。”秋加说。

西藏自治区审计厅原驻村干部阿旺卓嘎，生前在墨竹工卡县扎雪
乡等地驻村，原本驻村是一年一轮换，可她在基层一干就是4年多，最后
牺牲在驻村一线……

正是有无私的奉献、伟大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巨变。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902.74

亿元；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比上年增长12.7%；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长10%……在“老西藏精神”
感召鼓舞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凝聚起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未来，“老西藏精神”必将引
领高原儿女建设好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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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春节施工“不打烊”，
节后建设更繁忙。2月20日，记者获悉，嘉陵
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开
展。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具备通航条件；
二期工程的临建工程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基坑
土石方开挖和泄洪冲沙闸底板混凝土浇筑，整
个工程计划2025年全面完工。

为顺利实现 2025 年全面完工目标任务，
施工方春节期间施工“不打烊”，施工人员和
管理人员一共 100 余人，开展了基坑土石方
开挖，上游围堰填筑，泄洪冲沙闸底板混凝土
浇筑等。当前加紧建设的二期工程主要施工
内容包括泄洪冲沙闸工程、厂房工程、鱼道工
程、导截流工程及施工辅助设施等，并包括施
工阶段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
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重点项目、全国交通
重大工程之一，是川渝合作共建长江上游航
运中心、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
点交通项目，其定位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
防洪等综合功能，该航运枢纽工程坝址位于
嘉陵江利泽场河段，距上游桐子壕航电枢纽
坝址 29.7 公里，距下游草街航电枢纽坝址 70
公里。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建成后，可渠化航道
29.7公里，对于实现嘉陵江全渠化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该航运枢纽建成后，将有力推动长
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
力的交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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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之处
的合川，不仅是一个古老的水码头，而
且还曾经拥有“九宫十八庙”。其中，
药王庙与慧灵宫曾先后作为民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的办
公地点与生产基地，见证了一代船王
卢作孚先生最初创业的辉煌。

1925 年 10 月，由卢作孚牵头，先后
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与陈家花园召开
发起人会议，决定以“服务社会、便利
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宣
布组建民生公司，卢作孚任筹备处主
任，陈伯遵、彭瑞成、黄云龙、周尚琼等
人任筹备委员。

筹备处成立后，由卢作孚与黄云
龙 2 人赶赴上海，订购一艘造价 3.5 万
元、载重 70 吨的钢质客轮，取名“民
生”。订购“民生”轮的同时，卢作孚、
黄云龙还购买柴油机、直流发电机各 1
部。1926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一次股
东大会，民生公司正式成立，会议推选
卢作孚任总经理，陈伯遵、黄云龙为协
理，石碧轩任董事长，郑东琴、刘勃然、
彭瑞成、李云根、余文舫、赵伯冕为董
事，罗惠凤、周纯钦、周尚琼为监事，租
赁位于合川城北齐家巷的药王庙为公
司生产及办公地点。

药王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合
川的药材行、药贩子、药财行商及全城
医生捐资兴建，庙内供奉着“药王菩
萨”，每年农历 4 月 28 日举办“药王
会”，以此庆祝“药王”生日。药王庙除
举办“药王会”外，平时大多闲置。民
生公司租赁后，前殿作电灯部生产车
间，后殿作航运部办公室。

1926 年 7 月 23 日，满载乘客的“民
生”轮从重庆起航，于当天下午到达合
川，民生公司“渝合航线”正式开通，结
束了中国内河航运被外国人垄断的历
史。随后，民生公司电灯部也在齐家
巷药王庙正式投入营运，让合川人第
一次用上了电灯。随着电灯用户的不
断增多，电灯部规模不断扩大，民生公
司购置了锅炉，改用蒸汽引擎发电。

1927 年 1 月，因嘉陵江枯水，民生
公司决定新开重庆至涪陵航线，由“民
生”轮跑“渝涪航线”，同时新购载重 34

吨的浅水轮“民用”轮，由“民用”轮跑
“渝合航线”。

1927 年、1928 年，民生公司连续召
开第二、第三次股东大会，卢作孚先生
连任总经理。1929 年，民生公司购买
了长江公司载重125吨“长江”轮，改名

“民望”轮。从此，民生公司有了 3 条
轮船、两条航线和一个电灯部。

随着民生公司的实力与名气的不
断提升，齐家巷药王庙因面积受限已
不 能 满 足 公 司 生 产 、办 公 的 需 要 。
1929 年 11 月，民生公司以 400 块大洋

从慧灵宫主持手里购得该宫全部产
权，并将民生公司由齐家巷药王庙迁
至慧灵宫。

位于合川城北瑞映门下约 10 余米
处的慧灵宫，又名“总神庙”，兴建于明
万历年间，清顺治年间扩建，是供奉着
九天雷神普化天尊（即雷神大帝）的地
方。民生公司迁至慧灵宫后，于 1930
年增设自来水厂，1932 年 2 月正式投
入 使 用 ，让 合 川 人 喝 上 了 自 来 水 。
1934 年，投资开办电动碾米厂，开创了
合川机器碾米的先河。

在慧灵宫办公期间，民生公司轮
船由 3 艘增加到 42 艘，航线由重庆、涪
陵、万县、宜昌一直延伸到上海，载重
能力由 229 吨增加到 16884 吨，职工人
数由 164 人增加到 2836 人。为适应航
运事业发展的需要，把帝国主义的轮
船挤出川江。1937 年 1 月 1 日，民生公
司由合川慧灵宫迁至重庆行街培厚
里。位于瑞映门下的慧灵宫，随之改
设为民生公司合川办事处。

从 1937 年迁移重庆到 1949 年重
庆 解 放 ，民 生 公 司 已 拥 有 各 种 船 舶
150 余 只 、载 重 能 力 72000 吨 、职 工
9000 余人。同时，从 1949 年至今，合
川城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十年
来，齐家巷拆了又拆、建了又建，药王
庙 早 已 不 复 存 在 ；瑞 映 门 下 的 慧 灵
宫，由于地处偏僻深巷，年久失修，目
前仅存山门（大门）及部分房屋，不少
建筑已被拆除；而唯有卢作孚先生创
办的民生公司与其倡导并坚守的实
业报国精神，如今仍留在合川乃至近
代中国的历史记忆里。

实业报国创大业
——卢作孚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的历史

○记者 周云

本报讯（记者 王利 通讯员 李欣 韦济
强 摄影报道）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2月
20日，记者了解到，随着双槐至钱塘高速公路
项目管理人员、施工队伍安全返岗，该项目的
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开启了复工“加速跑”。

为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施工单位在节
前多次对渠江特大桥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分析，

并组织参建单位对疫情防控、安全生产、节后
复工、人员调配等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进一步
明确目标责任，确保开年即开工,全力保障控
制性工程施工进度按计划推进。目前，渠江特
大桥已进入主墩钻孔平台施工阶段（如图），预
计4月下旬将完成主墩钻孔平台施工，全力确
保大桥主墩基础施工有序推进。

双槐至钱塘高速公路项目
控制性工程开启复工“加速跑”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资料图片）

“追寻作孚足迹·传承家国情怀”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唐
敖 卢俊竹）近日，2022 年合川区·秀
山县对口劳务协作直播带岗招聘活
动成功举行，吸引 4500 余名求职者在
线观看。此次招聘活动是合川区、秀
山 县 两 地 人 力 社 保 局 落 实“ 一 区 两
群”协同发展、推进劳务协作的具体
举措之一。

据介绍，本次招聘活动主要是对
口帮扶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等重

点群体，邀请希尔安药业、安瑞光电、
达方电子、神驰机电、大创中心、鸿开
运农业6家企业到现场直播送岗，通过
实时互动在线为求职者解读工作职
责、薪资福利等岗位信息。此外，特别
邀请到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中心
职业生涯规划咨询师、“智汇巴蜀”川
渝大学生职业指导百名专家团专家、
重庆市高级创业导师张伟东通过直播
连线的方式，为求职者答疑解惑，提供

深度岗位分析和专业职业指导，着力
促进两地城乡劳动者协同就业，切实
提升就业能力，稳定就业大局。

直播带岗招聘活动中，累计在线
观看 4500 余人，吸引合川、秀山等地求
职者在线咨询岗位 158 人次，投递简历
54 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21 人。直
播带岗的形式，破解了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人员聚集和线下招聘地域局
限的难题，让合川、秀山两地求职者足

不出户选择岗位，实现心仪工作“触屏
可得”，让用人单位通过更丰富的渠道
招到更合适的人，直播间留言互动的
形式，也拉近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
距离。

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继续适
时开展系列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切实
架起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沟通桥梁，
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服务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

合川区·秀山县对口劳务协作直播带岗招聘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