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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川藏公路是古代川藏线的现代升
级，是川康公路和康藏公路的统称。
川康公路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1950
年开始修建康藏公路。1955 年四川、
西康合省后称川藏公路，起于成都，止
于拉萨。

蜿蜒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川藏公路，
创立了很多世界第一：它是新中国建立
时的头号重点工程，也是闻名世界的伟
大之路。公路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
上，更是世界上起伏最大、地质灾害最
严重的公路。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
员及沿线各族人民，不惧牺牲，勇于奉
献，历时近 5 年建成了川藏公路，书写
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壮美华章。

据《成都市交通志》记载，汉代的成
都已是著名的丝绸生产地，成都丝绸连
同其他蜀地特产通过民间商人从成都
至临邛（今邛崃）的道路，南下永昌，经
畹町出国境贩运到掸国（缅甸）、身毒

（《康熙字典》的解释是：“身毒，一名捐
毒，又名天笃”，“今之天竺，盖身毒转为
天笃，笃省文作竺，又转为竺音”）等国，
再经印度市场转销至其他欧亚国家。
这条从成都出发到印度的贩运道路，史
家称为“蜀身毒道”。

在遥远的身毒市场，商人用成都丝
绸和漆器、武阳铁器、临邛铜器等换取
当地的宝石、翡翠、犀角、象牙，或直接
从欧洲商人手中换取黄金。由于当时
以蜀锦为主的蜀丝绸已闻名中外，以大
秦（罗马）商人为主的欧洲商队不惜长
途跋涉东到身毒贩回丝绸，后来部分精
明的商人便沿“蜀身毒道”直接来中国
成都购买丝绸。希腊人撰写于公元 1
世纪80年代的（东汉时期）《爱利脱利
亚海周航记》，记述了作者到中国成都

购买丝绸的经过：“过克利斯国（今缅
甸白古）抵秦国（中国）……有大城曰
秦尼（成都）……由此城生丝、丝线及
丝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而至巴利格
柴（印度孟买附近巴罗赫港）。”古代希
腊 人 和 罗 马 人 称 中 国 为 赛 里 斯 国

（Serice），居民为赛里斯人（Seres）。
赛里斯国意即丝国。

“蜀身毒道”一直成为中国丝绸外
销的南方通道，它的形成时间早于西
北方向的丝绸之路，史家称之为“南方
丝绸之路”。到清末民国初年，这条南
方丝绸之路仍很繁荣。晚清成都府华
阳县令周询记载：清末成都所织绸缎
不仅销售国内，还远销“暹罗、安南（即
泰国、越南）等地”。十几年前，著名巴
蜀历史学者段渝指出：“英语 China 一
词最早出现在印度文献中，原并非瓷
器而是指中国蜀地所产丝绸。”这一独
出机杼的发现对于成都来说，意义无
可估量。

古代成都通往涉藏地区的道路至
迟形成于唐代，此路与南方丝绸之路
从成都至雅安一段是重合的。在唐
代，成都通雅州（今雅安）的道路已向
西延伸进入吐蕃地区，成为朝廷与吐
蕃之间交往的通道。宋代朝廷设“茶
马司”，用蜀地茶叶和蜀锦等物品由此
道运去换取吐蕃的马匹，称为茶马贸
易。明代为迎接西藏前来送贡礼和进
行商贸活动的藏族人，特在成都郊外
通藏路口建红牌坊，设红牌楼场镇。
据《华阳县志》记载：“红牌楼堡距县南
十里，明嘉靖中蜀王于此建坊，名曰红
牌坊。”从清代开始，在涉藏地区打箭
炉置藏汉互市进行物资交流，故成都
通藏大道又称“炉藏大道”。

我们的红色记忆——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 100 年风雨历程
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其中交通、公路是重要的
国民经济命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
今，四川路桥人转战在崇山峻
岭之间，凭着“让河水开路，让
高山低头”的不屈斗志，发扬
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
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上，让一条
条公路穿越崇山峻岭、横跨大
江大河，实现天堑变通途。“蜀
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年喟
叹彻底成为历史。在这一伟
大实践中，凝结了无数个感人
的故事，动人的情感，值得打
捞和书写。

却 顾 所 来 径 ，苍 苍 横 翠
微。作家蒋蓝通过采访多位
默默无闻的四川筑路人，再现

“天路”背后的故事。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特别开设连载
专栏，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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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重温党史 聆听红色经典
成都市双流区启动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经典阅读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2018
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期
间，来到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的成
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车
间厂房，听产品介绍、看生产流程，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亲切看望慰问
一线员工，并致以新春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抢抓机遇，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
牌转变。

3 年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还在
耳边，成都市双流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聚焦三大
主导产业“两图一表”和行业细分领域
头部企业，聚焦航空物流、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现代金融等领域，建设区域带
动明显的中国航空经济之都。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勉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号召，进一步提升双流
区党员、干部党性意识和党性观念，做
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双流区已经掀起党史
学习教育的新热潮，推出了一些新作
法。

4 月 22 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
前一天，成都市双流区启动党史学习教
育红色经典阅读季——100 名老党员、
100 个“书香家庭”代表、100 名新时代
新人、100家出版社和书店代表现场见
证，并与双流区“四大班子”负责人，共
同重温党史、聆听红色经典。

活动现场，《永远跟党走 家书映初
心》等诵读节目，传递党史精神，激励观
众奋发图强。同时，活动举行赠书仪
式，双流区的老党员代表、“书香家庭”
代表以及少先队员代表，分别获赠《中
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上下册）》《我心向
党——寻踪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心路历
程》《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筑梦新时代》
等书籍。

双流区委书记鲜荣生在讲话时表
示，学习党史，就是要重视阅读的作
用，阅读红色经典能让党员干部、群众
重拾峥嵘岁月里的记忆，重温革命历
史的情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现场
了解到，双流区优秀红色出版物巡展同
步拉开帷幕。接下来的3天，100家出版
社和书店代表在双流凤翔湖公园设置展
区，把红色经典图书送到市民身边。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史
学习教育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区上下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生活大
事，以达到‘学史明礼、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学党
史，诵经典，让红色经典散发出璀璨光
芒，引导党员群众亲近阅读，营造书香
航都全民阅读的社会氛围。”本次活动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阅读红色经典，就是为了让大
家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成长和前行的力
量，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以坚定的信心与决心投
身新时代的发展。

以当天的活动为序幕，接下来双流
区将持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党
史学习教育。包括开展“永远跟党走”
主题朗诵比赛，“航都少年心向党 红色
基因代代传”爱国主义读书活动等。

此外，双流区已经特别策划了“永
远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广播节目暨成
果展活动，引导双流全区党员干部从红
色家书中感悟革命先贤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浓浓的家国情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4
月 25 日下午，由省教育厅、省体育
局、团省委主办，四川省足球协会、四
川省校园足球协会承办的四川省首
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
西南民族大学体育场落下帷幕。

这场历时3个月，吸引201支队
伍角逐绿茵场、4千万人次关注的青
春盛大赛事画下阶段性句号。经过
激烈角逐，四川大学获得高校专业
组冠军，西南民族大学获得高校校
园组冠军，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获得高校高职高专组冠军，四川师
范大学获得高校女子组冠军；中小
学组中，成都获得高中（中职）男子
组冠军、高中（中职）女子组冠军、小
学女子组冠军，绵阳获得初中男子
组冠军、初中女子组冠军、小学男子
组冠军。

目前，四川已建设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1702 所，足球
特色幼儿园 405 所，高水平足球队
高校 8 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校园足球四层四级联赛体系日益
完善。

据主办方介绍，“贡嘎杯”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是提升四川省青少
年校园足球训练水平与竞技水平而
创新举办的一项赛事，今后将根据
赛事举办情况每年举办一届。

201支队伍参赛 4千万人次关注

四川省首届“贡嘎杯”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落幕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4 月 15 日起，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推出“我们的红色记忆——川渝红色
故事征集活动”，面向全网，征集有关川
渝的红色记忆。

征集时间
2021年4月15日-2021年12月底
征集内容
1.红色岁月
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你身边的某个

人，他们有的在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
有的为国家重大工程倾其一生……英
雄们的峥嵘岁月，我们一起重温。

2.红色印记
一枚军功章、一张老照片、一个日

记本、一份入党申请书……这些老物件
背后的感人故事，等你来讲述。

3.红色足迹
一处红色文化遗址、一次重要会

议、一个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故事……
寻找身边的红色足迹，重走来时路。

推荐形式
1．短视频+说明文字（视频一般

不超过5分钟）；
2．实物照片+文字故事（照片一般

不超过9幅）。
征集渠道
1.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推

荐频道→大家在看位置，我们的红色记
忆征集入口。

2.点击进入封面新闻青蕉频道推
荐圈子，点击#我们的红色记忆#，一键
参与。

3.通过封面新闻的官方微博、微信
或抖音账号，以及青蕉视频官方微博进
行留言参与。

4.拨打热线 028-86969110，参与
征集活动。

5.通过电子邮箱 wybl@thecover.
cn，参与本次征集活动。

征集令
寻找初心之路持续征集川渝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