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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守帅）5月23日，国家川藏铁路技
术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会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科学技术部部
长王志刚，国铁集团董事长陆东福，西
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孟晓林出席会议
并讲话。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出
席。

会上，彭清华、王志刚、陆东福、黄
强、孟晓林等共同为国家川藏铁路技术
创新中心揭牌。

彭清华在讲话中向国家川藏铁路
技术创新中心的启动建设表示祝贺。
他指出，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补齐川藏两地互
联互通短板、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促进民
族地区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在川布局建设国家川
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有利于研究突破
川藏铁路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全面支
撑川藏铁路建设运营，有利于打造重大
科技平台和创新人才高地，推动铁路科

技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发展。四川是
川藏铁路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
支撑川藏铁路建设的大后方和大本
营。我们将把高质量推进川藏铁路建
设、打造技术创新中心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提供全过程、全环节、全要素服
务保障，为打造优质精品工程、建设新
时代雪域天路贡献四川力量。

王志刚在讲话中指出，川藏铁路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世纪性战略工程，也是迄
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铁路
建设工程，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利用科
技手段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有力支
撑。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肩负着
突破川藏铁路建设运营关键核心技
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支
撑川藏铁路工程建设运营的重要使
命。要把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川藏铁路
世纪工程的坚强后盾、世界铁路建设
的创新高地、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的试验田，依托重大
工程带动首台套装备应用，打造自主
可控的川藏铁路创新链，保障安全稳
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现代铁路创

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发展，真正把川藏
铁路工程打造成为“创新工程”，不辜
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

陆东福在讲话中指出，国铁集团作
为川藏铁路、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建
设的主体责任单位，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建好管好用好
创 新 中 心 的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两 个 维
护”。要聚焦一流的设施设备、一流的
体制机制、一流的人才队伍、一流的创
新成果等“四个一流”目标，高起点、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创新中心建设，为高
质量建设川藏铁路工程提供强大科技
支撑。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统筹各种资源，加大经费投入，开展跨专
业跨领域协同创新，形成建设创新中心
的强大合力。希望科学技术部和川藏两
省区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铁路工作，持续
加大对创新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共同
确保创新中心早日建成、发挥作用。

孟晓林在讲话中指出，国家川藏铁
路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标志着又一国家
级技术创新中心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这是国家特别是川藏两省区各族人民

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西藏自治区
将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创新在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聚焦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与国铁集团、四川省一道，
勠力同心，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加
强统筹协调，高质量建设好国家川藏铁
路技术创新中心。

据了解，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将以国家战略导向和战略需求
为牵引，聚焦川藏铁路建设运营工程需
求，坚持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
大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为使命，重点围
绕川藏铁路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灾害
防护、装备研制、运营管理等任务，搭建
技术创新平台，组织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和技术方案论证，构建大数据智能支
持、检验检测和咨询培训等全链条服务
体系，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努力打造世
界铁路创新高地。中心将在四川成都
和西藏林芝布局建设研发基地。

国铁集团副总经理王同军主持会
议。四川省领导范锐平、李刚，科学技
术部副部长相里斌，国铁集团副总经理
钱铭等参加会议。

打造铁路科技创新高地 服务川藏铁路建设运营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揭牌
彭清华王志刚陆东福黄强孟晓林出席

见到冉玉龙时，这位抗美援朝老
战士穿着一身绿军装，胸前佩戴着他
所获得的荣誉勋章。

虽年过九旬，穿上军装的冉玉龙
老人依然精神抖擞。“你们好，见到你
们很高兴，快进来坐。”冉玉龙吐字清
新，思维敏捷。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正值党史
学习教育之际，冉老主动请缨，成为了
重庆两江新区金山街道红色宣讲团年
纪最大的宣讲人，为年轻一辈讲述抗
美援朝的历史，激励后辈铭记历史，弘
扬红色精神。

91岁的他为学生讲述革命历史

91 岁的冉玉龙老人目前居住在
金山街道奥园社区。1949 年 8 月，冉
老在某部队政治部任文化教员，1950
年奔赴朝鲜战场，担任侦察员，经历
五次战役，曾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
功三次。2020 年，他被授予“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章。

“我是冉玉龙，曾经上过朝鲜战场，
经历了五次战役……”近日，金山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举办“赓续红色基因 插
上理想翅膀”党史学习教育微宣讲进校
园活动，冉玉龙走上宣讲台，为学生们
讲述革命历史，回顾峥嵘岁月。

“学习党史就是学习历史，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染社会、引
导年轻人更加爱国。”冉老说：“我这辈
子只做了三件事：情报侦察，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教书育人。”

参加五次战役身上有多处枪伤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四川开县
（现重庆市开州区）石匠家庭出身的冉
玉龙，初中时便加入了共青团，此后，
他成长为一名地下情报员，开展了长
达7年的地下交通信息工作。

从上海法商学院毕业后，冉玉龙
因机缘巧合为某部队带路，并成功躲
过敌人搜查。后来，他跟随部队跨过
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谈起当年的出国作战，冉老仍记
忆犹新。“侦察员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首先是要有随时为国牺牲的英雄气
概，能吃大苦、耐大劳；其次是要有过
硬的军事素质，能下水、能爬山、走夜
路、反应快。”冉老表示，当时自己年轻
力壮，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文化，就希
望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头部有子弹划过的枪伤、腰部有打
到石头弹回来的枪伤、大腿根部有贯穿
伤……冉玉龙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五次
战役，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痕，这都

是他用生命在战场上留下的印记。

曾经他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

讲述这段经历时，冉老用“相当危
险，九死一生”八个字总结。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冉玉龙不仅是一名侦察员，
还要保证首长安全。“有一次，我陪着司
令员到前沿阵地视察，救了他一命。”冉
玉龙回忆，彼时，他陪司令员视察阵地，
走到一个山坡脚下时，听见斜面树林
里有异响。警觉的他小心翼翼上前查
看，一回头，便发现敌人从树林中冲出，
用枪对准了司令员！来不及思考，冉
玉龙当即将司令员推倒，子弹同时划
过了他的头部，“幸运的是，子弹只是从
头发丝间穿过，造成了头部的皮外伤，
我逃过一劫！”

最惊险的一次，冉玉龙离死神只
有一步之遥。那是一次战役准备前
夕，侦察组下达了任务，要前往敌人的
火炮阵地、兵员集结地、前沿阵地、隐蔽
碉堡开展侦察，为战役开展做足准备。

经验丰富的冉玉龙带领两个小组
共7人的侦察组，趁着夜黑风高，成功

摸到了敌人的火炮阵地、兵员集结地、
弹药库、补给地。随后，一行人准备翻
越河堤顺着河道返回。为了帮助战友
翻过2米高的河堤，他当起了人梯。没
想到，待他翻上河堤时，敌人的机枪响
起，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根部。“伤
势非常严重，差点截肢。”冉老越讲越激
动，不由自主地用手比划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冉玉龙又经历
了16年的东北边防军生涯，最后走上教
育之路，先后在陕西、涪陵任教，并在涪
陵创办了涪州中学。“很庆幸有机会看
到现在的祖国如此繁荣富强，我为祖国
感到自豪。”冉老说。

雷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惟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5月23
日晚，“剧美天府”回望百年路 奋进新
时代——四川省庆祝建党百年优秀剧
目展演季启动仪式，在四川大剧院隆重
举行。来自各演出团体、艺术家代表以
及特邀优秀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专
家、民营企业家、高校师生等社会各界
嘉宾1400余人观看演出。

本次展演季由省委宣传部、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将持续至 7 月底，在成都主会场和
绵阳、南充、宜宾、凉山 4 个分会场共
演出 100 余场次。演出作品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涵盖舞剧、歌剧、话剧、
川剧、京剧、音乐剧等多种形式，着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
活食粮。

“剧美天府”
红色经典展演季启动

川渝红色故事征集活动

冉玉龙老人与孩子们在一起。 重庆两江新区金山街道供图

91岁站上讲台 抗美援朝老兵宣讲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