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之路

������青藏公司调度所里一派繁忙。 休
息间隙，调度所副主任杨敏炯告诉记
者：“青藏铁路是全国铁路首次装设
‘视频监控系统’的铁路，全线装有近
3000 个俗称‘天眼’的摄像头，在调度
所可随时调取青藏铁路沿线的实时

画面。 ”
先进技术解放生产力。 杨敏炯介

绍， 青藏线格尔木至拉萨段的 58 个
车站中，有 51 个实现无人值守，最大
限度减少作业人员的同时，确保了青
藏铁路安全、高效运行。

“目前，青藏铁路的运输指挥和
管理均已实现远程化、信息化、智能
化。 ”青藏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有关
负责人王要武介绍， 格拉段通车 13
年来，也是“低碳、环保、绿色”铁路体

系不断创新完善的过程。
建立冻土长期监测系统，探索高

原铁路冻土运营规律和冻土线路养

护模式；实施绿色工程，探索适应高
原铁路特点的环境保护管理模式；推
进高海拔车站和工区 “绿色氧吧”项
目，建立和完善制氧供氧体系，保障
旅客和铁路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青藏铁路格拉段开通以来，青
藏公司承担各类科技课题 200 多项，
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铁
道科技特等科研大奖。

随着青藏铁路的扩能改造和新

建铁路的修建，青藏高原向外辐射的
西部铁路网正在形成 “东接成昆、南
连西藏、西达新疆、北上敦煌”的枢纽
型路网结构。

2014 年 8 月，青藏铁路的首条延
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运行，同
年底， 伴随着兰新客运专线的开通，
青藏高原进入了“动车时代”。 目前，
青海格尔木至甘肃敦煌铁路、青海格
尔木至新疆库尔勒铁路和西藏拉萨

至林芝铁路正加快建设，青藏铁路格
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项目前期工作

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 有望年内开
工。

青藏高原与祖国乃至世界的距

离正被不断拉近。
1979 年出生于西藏昌都的洛松

次仁是青藏公司的一名动车司机，开
过内燃机和电力机车。 “希望有一天，
我能开着动车到拉萨，让青藏高原的
各族群众也能享受到祖国的速度。 ”

洛松次仁说。
晨光熹微， 记者乘坐的 Z917 次

进藏列车驶过藏北草原。 初夏的高山
草甸，在晨辉普照下呈现出梦幻般的
色彩。

“哇！快看，藏野驴！ ”一声惊叫让
车厢内的旅客激动不已。 车窗外，两
头藏野驴在距离铁路不远的草地上

悠然吃草。
“青藏铁路沿线野生动物迁徙监

测数据显示，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率
在逐年上升。 ”青藏公司计统部工程
师张彩虹说，借鉴和吸收青藏铁路建
设环保方面的成果经验，未来的高原
铁路将更加环保、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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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雪域高原的梦想之路
———来自青藏铁路的蹲点报告

������穿昆仑山，越唐古拉。 2006 年 7 月 1 日，火车的鸣笛回响在雪域高原的长空，向世界宣示：中国把
铁路修到了拉萨！

山不再高不可攀，路不再遥不可及。 从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平均海拔近 4000 米，全长 1956 公
里，青藏铁路列车“一日内到达”。

承载着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青藏铁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藏高原的沧桑巨变，带动了
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如今，“现代交通网”在雪域高原徐徐铺展，几百万高原儿女面向未
来的光明之路不断开拓向前。

梦想之路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
略》中第一次提到“拉萨兰州线”即青
藏铁路设想。 当时的《纽约先驱报》记
者端纳听到这个设想后说：“那个地
方连牦牛都上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
路呢？ ”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进藏”的梦
想付诸行动。

1959 年， 青海省境内运营里程
121.14 公里的兰青铁路正式通车，结
束了青藏高原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兰
青铁路修建的同时，1958 年 9 月，青

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同时格
尔木至拉萨段开始大规模勘测 。 然
而， 受技术发展和自然环境条件制
约，1961 年 3 月，青藏铁路工程暂停。

1974 年 3 月， 青藏铁路重新上
马。 6.2 万名铁道兵再上高原，5 年艰
苦奋战 ，1979 年西宁至格尔木段铺
通，并于 1984 年正式投运。

“谁也没想到，4.01 公里长的老
关角隧道，一修就是 25 年啊。 ”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参与老关角隧道修建
的铁路退休职工张生林告诉记者，关

角山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
不上，当年，有 4 名战友牺牲在他的
怀里。

2001 年 6 月 29 日， 经过漫长准
备，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工
程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13 万名
青藏铁路建设者挑战生命极限，依靠
智慧与勇气，克服了多年冻土、生态
脆弱、高寒缺氧等一个个高原铁路建
设的世界级难题。 历经 5 年的艰苦奋
战，青藏铁路终于建成通车。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青藏高原

持续增长的发展需求，党和国家进一
步加大青藏高原地区铁路建设的力

度：兰青铁路二线、青藏铁路西格段
增建二线暨电气化改造等一批重点

项目先后建成……
“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建成通车体

现的是国家力量的强大，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这一伟大工

程。 ”曾经参与格尔木至拉萨段风火
山隧道建设、现任格尔木至库尔勒铁
路建设指挥部副总工程师的李铜川

说。

巨变之路

������一条铁路正在加速青藏高原的
发展巨变。

“刚通火车时 ，拉萨车站周边还
是农田，火车站显得十分雄伟。 这几
年，周边已是高楼林立，火车站几乎
淹没其中。 ”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
党支部书记斯郎卓玛说，随着车站附
近柳吾新区的迅速崛起，拉萨车站正
在逐渐“变小”。

火车站“变小”，折射的是拉萨市
和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而与此同时，拉萨车站发送和到达旅
客人数一直在逐年攀升。

“以前，进西藏比出国还难。 青藏
铁路通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交通

状况，促进了西藏的产业发展 ，尤其
旅游业，是通车后受益最大、发展最
快的产业。 ”西藏自治区发改委铁路

办副主任格桑次旺说。
记者日前在西宁 、德令哈 、格尔

木、拉萨等青藏铁路沿线蹲点采访时
看到，各车站售票窗口和互联网自动
取票机前，购票、取票的各族群众络
绎不绝，有来自青海、甘肃、西藏的藏
族群众，更多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

家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都兰县的拉日卓玛夫妇已是第

三次陪同 81 岁的奶奶到拉萨。 说起
对西藏的感受，拉日卓玛直呼：“变化
太快了！ 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通了！
这次我们要带奶奶去日喀则，圆奶奶
的心愿。 ”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数据显示 ，
2018 年，西藏自治区接待国内外游客
人数达到 3368.7 万人次， 旅游收入

490 亿元， 分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前的
18.8 倍和 21.3 倍。

运能由小到大， 速度由慢到快，
青藏铁路见证着雪域高原的高质量

发展。
拉萨西站货场是西藏最大的铁路

货运窗口。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青藏公司”）拉萨车务段
拉萨西站党支部书记张卫东介绍，通
过铁路到达西藏的主要货物为水泥、
熟料和钢材等建材，其次是食品、百货
等，从近年来到达货物量的变化来看，
西藏正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 当地群
众的消费能力也提升很快。

“拉萨西站开通运营之初 ，货场
面积只有 32 万平方米， 日均卸货不
到 50 车， 现在货场面积扩建到了 60
多万平方米，最高日均卸 384 车。 ”张

卫东说。
青藏铁路改变的不仅仅是拉萨，

也不仅仅是西藏。 德令哈、格尔木、安
多、那曲和当雄……这些被青藏铁路
连接起来的城市，如同高原明珠般熠
熠生辉。

“德令哈到西宁的城际列车只需
4 个小时， 铁路交通激活了这座高原
小城，这几年德令哈的特色工业和旅
游业增长非常快 ， 人气一下旺起来
了。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改委
副主任达玉玲说。

青藏公司客货管理部副部长吴

崇德介绍，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13 年
以来， 货物运送量由 2006 年的 2491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的 4810.1 万吨 ，
年增长率为 5.6%，其中累计运送进出
藏货物 4934.9 万吨。

□新华社记者 陈凯 骆晓飞 李键 白玛央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