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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十四五”锚定3万亿 数字四川目标再升级
四川经济年度热词④

数字经济

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特别报道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解读
《四川省“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提出，
到2025年，四川省数字经济总量将超3
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3%，初步建成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从2021年初定下2万亿“小目标”到
3万亿规划落地，四川无疑把数字经济
放在了发展高位。从5G、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到“芯屏端软
智网”全产业链布局，四川数字产业体
系更加完备；从智能制造到智能创造，
产业数字化“加速”下，一个个“超级工
厂”正落地开花。

数字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四川“样
板”已然显现，未来更超乎想象。

从2万亿到超3万亿
四川数字经济目标再上台阶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央网信办将包括四川省在内的6个省市
纳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布局，
赋予四川探索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开展超大城市智慧
治理、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创新试
验新的使命任务。

此后“数字经济”被强势写入四川

经济发展的蓝图大纲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而关于四川数字经济时代的未来，
其发展路线屡次出现：到2022年，全省
数字经济规模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
重超过40%。到2025年，四川省数字经
济总量超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
43%，初步建成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
地。

从2万亿到3万亿的跨越底气何
在？目标背后是四川数字经济发展进
入“快车道”的实力展现。

华为、京东、英特尔、微软……一
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在四
川聚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与数字
视听、终端制造、软件研发、移动互联
网应用等电子信息产业体系在四川
加速布局，其中四川军事电子装备整
体实力居全国第一，网络信息安全产
业规模居全国第二，大数据应用技术
居全国第四，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居全
国第五。

除此之外，世界一半的笔记本电脑
芯片在四川封装测试，全球50%的苹果
平板电脑在四川生产，四川已经成为国
家级软件产业基地、第三大游戏产品研
发中心。

“芯屏端软智网”全布局
四川有63万家科技互联网企业

不知不觉中，数字化生活已经触手

可及，四川人的衣、食、住、行被数字化
改变。

数字医疗、在线教育、智慧交通、智
慧环保、数字社区……熟练地掌握“一
键式”操作，在隐形的赛伯朋克世界中
探寻高效和方便，四川人的需求得到不
断延展和更好的满足。

而随着卫星互联加入“空、天、地”
全球竞速，数字治理、网络安全从幕后
走向台前，电竞力量在数字产业化高地
崛起，科技互联网企业正成为一股强大
的力量，引领四川数字产业发展。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
拥有“科技互联网”相关企业近63万家，
2020年企业的年度注册增速达37.69%，
而其中有超过6成的企业分布在成都，
其次分布较多的是绵阳、眉山。

另一边，产业数字化的持续推进，
也让一些传统工业企业插上数字化的
翅膀，一座座“超级工厂”在各自领域大
显身手。

在通威太阳能智能化生产车间，生
产线上机械臂不断挥舞，快速抓取电池
片，像柜子一样的送货机器人来回穿
梭，IGV智能小车精准运送材料和产品；
在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勘探、开发、生产
等产业链各个环节，数字化也正在像秘
密武器一般赋能油气行业发展，并在四
川迎来了主战场……

《四 川 省“ 十 四 五 ”数 字 经 济 规
划》提出，将加快发展关键新型显示

技术，构建新型显示产业生态圈。在
存储方面，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
链，打造中国“存储谷”，到2025年，力
争 存 储 产 业 整 体 规 模 突 破 5000 亿
元。由此看到，在未来新的方向与目
标谋定中，以“芯屏端软智网”为代表
的四川特色数字化产业必将大显身
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快来为你心中的
四川经济年度榜样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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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厚的活动氛围展示着四川经济的活
跃与奋进。与此同时，封面新闻联合天
眼查同步推出2021年四川经济年度热
词盘点，用10个关键词带你回顾这一年
四川经济变化。

哪些人物进入候选名单？哪些经
济大事值得称道？12月6日，“榜样中
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投
票通道正式
开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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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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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新中国动用4万多峰骆
驼向西藏运输物资，平均行进1公里，
就要消耗12具“沙漠之舟”。

如今，一条钢铁“天路”绵延千里，
列车一日便达，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苍茫雪域，巍峨昆仑，见证了世界
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青藏铁路，催
生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
路精神。

爱国奉献，挑战极限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
了拉萨。”20世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
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如是写道。

历史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个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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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历缓建、停工、复
建，直到1984年西格段才建成通车。
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实力等
多方面因素，格拉段只能停建。

“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
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风火山，进
了鬼门关。”当地民谣道出青藏铁路沿
线生存环境的险恶。

一组组数字，记载着悲壮与残酷，
诠释着何为“生命禁区”：1953年修建
青藏公路时，平均每修1公里就有1人
牺牲；1985年公路改建时，一个工程
部门在三个月里，仅止痛片就用掉13
万片；海拔高于4000米的线路超过

960公里，极端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
……

2001年6月29日，经过多轮论证，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工程正式开
工。十万筑路大军满怀建功立业的壮
志，迅速集结，高擎“筑国脉、架金桥、
扬国威、促团结”的旗帜，坚定地迈向

“生命禁区”。
施工到底有多难？
时任中铁一局青藏铁路铺架队队

长李建国回忆，在海拔4000米以上地
段铺架，工人们穿着两层毛衣毛裤，再
套上带羊毛的皮衣、皮裤都不顶用；工
地上修机器，四五分钟就得换人，卸不
了两个螺丝，人就冻得不能动弹。

氧气瓶与钢轨、道钉、枕木一道，
成为施工现场最为常见的物件。工人
们常常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
受了就吸几口氧，缓一缓再接着干。
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
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
气。

五易寒暑，一排排钢轨向雪域高
原深处延伸——

2006年7月2日零时31分，拉萨火
车站内，从格尔木出发的“青1”次首趟
进藏列车缓缓驶入站台。中国向世界
宣告：铁路修到了拉萨！

攻坚克难，勇创一流

风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
拔约4900米，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

土层内，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
施工的“禁区”。

“高原冻土施工关键在控制温
度。温度低了，混凝土无法凝固；温度
高了，围岩又会遇热融化，造成洞壁滑
塌。”时任风火山隧道掘进队队长任少
强说。

在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直接应
用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建设
者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造性地研制
了两台大型隧道空调机组，将隧道施
工温度精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
了掘进需要。

浅埋冻土隧道进洞、冰岩光爆、冻
土防水隔热……20多项世界性高原冻
土施工难题相继被攻克，世界海拔最
高的铁路隧道在风火山建成，打破了
国外专家“青藏铁路过不了风火山”的
预言。

一流的勘察设计、一流的施工技
术、一流的工程质量、一流的管理、一
流的服务水平……青藏铁路以众多
的“一流”绘就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
的奇迹。

接续奋斗，再攀高峰

一条“天路”联通雪域内外，一种
精神贯穿过去与未来。

在世界铁路最高处——唐古拉地
区，养护工人于本蕃自格拉段开通运
营以来坚守于此，在“走路都费劲”的
环境中，他每天至少走10公里检查作

业。十几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呵护
着每一寸钢轨。

点亮信号机、扳动道岔，为列车指
引前行的方向。作为西藏第一代藏族
铁路职工，普桑已经守护“天路”信号
设备15载。“青藏铁路造福着我的家
乡，能成为这里的一名工人，是我一
生的荣耀。”普桑说。

挂头、启动、控速、停车，手比眼
看、呼唤应答、途中瞭望。每次出乘，
列车司机许宝平都力求让每一个细节
无懈可击。十几年来，他早已成为同
事们眼中的“标准化作业指导书”。

精神因传承而不朽，一代代铁路
建设者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之志，开
启雪域高原发展的崭新篇章。

2020年11月8日，川藏铁路雅安
至林芝段开工建设，又一条钢铁“天
路”将通向雪域高原。新建正线长度
1011公里，30公里以上隧道有6座，超
过100米的高桥有9座，修建难度之大
世所罕见。

“90后”小伙赵卫星参与了川藏
铁路拉林段藏木特大桥修建，下一步
即将转战川藏铁路雅林段。“老一辈的
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让我们更有信
心、有决心为高原铁路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他说。

亘古高原，璀璨星斗，再一次见证
着铁路建设者们奋进的步伐。新时
代、新征程，他们必将续写新的传奇。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