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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封面新闻APP为你心中的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打Call

投票通道今日开启 首批候选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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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域高原上的赞歌——“老西藏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12月1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短短几天时间，主办方已收到来自社会
各界的数百条推荐报名，浓厚的活动氛
围也展示着四川经济的活跃与奋进。

2021年有哪些经济人物值得点
赞？又有哪些经济大事值得称道？12
月6日0点，“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投票通道正式开启，首
批候选者也同步亮相，快来关注封面新
闻APP，为你心中的经济影响力人物助
力打call吧！

聚焦四川
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如果说2020年的经济热词是复苏，
那么2021年的热词就是提振。

从党的百岁华诞到“十四五”开局
起步，从专精特新到北交所，从新能源
赛道到元宇宙概念……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始终贯穿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
四川经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
卷。前三季度四川GDP同比增长9.3%，
比全国增速低0.5个百分点，但从两年平
均增速看，比全国高0.6个百分点！经济
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为
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背后，是每
一家企业、每一位企业家不懈努力的结
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他们勇担责
任，奋力进取，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因此，站在2021年的岁末回顾过往，主
办方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身边杰出的
企业家，聚焦在一个个优秀的企业以及
影响深远的经济大事件上面。

今年，“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以“开局十
四五 新气象新成效”为主题，关注行业业
绩突出、践行商业向善、对四川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企业家；关注在各
自行业内具有龙头示范效应、创新发展

特质的优秀企业；也关注引领区域经济
发展的优质特色产业园区，以此来反映
四川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在2021年度的重
要表现，助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大榜单
力求覆盖多个经济领域

作为四川一年一度的经济界“奥斯
卡”盛会，一直以来，评选活动都力求覆
盖更多的领域。本届评选活动同样设
置了5大榜单，分别是：2021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
力事件、2021四川十大新经济领军人

物、2021四川十大领军企业、2021四川
十大产业园区。

对于此次评选活动，担任过“四川
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多届评委的
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省委省政府决
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的盛毅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他认为，“十四五”开局之年，
评选各经济榜样应注意四类主体。

“首先是科技创新类，其次是重大
项目投资相关项目。绿色发展也是今
年不容忽视的主题之一。此外，对促进
复工复产、稳定就业有贡献的市场主
体，也值得去关注。”盛毅表示。

毋庸置疑的是，今年四川经济发展
中有太多值得称赞的亮点，那么本次评
选活动中，哪些热点事件与人物能够脱
颖而出、角逐年度“十大”桂冠？

12月6日0点，“榜样中国·2021四川
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网络
投票通道在封面新闻APP开启，首批有力
竞争者正式亮相，欢迎各位网友前来投
票，为你心中的“十大”人物助力打call。

值 得 注
意的是，投票
期间报名通
道将在封面
新 闻 APP 上
持续开启，欢
迎大家持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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