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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世界屋脊上，一位 80 多岁高龄

的老人带领医学团队，常年跋涉在离

蓝天、白云最近的天路。50多年来，他

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从无到有、由弱变

强，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践行着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名字，

深深烙在青藏高原各族群众心中。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高

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低氧生理学与

高原医学专家。今年 6月 29日，他站

上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领奖台，戴上

了代表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高原的守望者

【一个愿望】

20 世纪 30 年代，吴天一出生在

新疆伊犁一个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

庭。他 9岁随父母去南京读书。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在南京，

吴天一顺利通过征兵体检，成为一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别看我个子小，但体质好。我当

时只有一个愿望，参军报国。”吴天一

说。由于文化功底良好，一入伍他便

被分配至中国医科大学培养。6年的

理论培训结束后，抗美援朝已经签订

停战协议。“但当时部队还没撤回，我

就强烈要求去前线。”

1957年，吴天一与夫人一起，换

上志愿军的服装，来到位于平壤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 512 医院。在那里，

因为防治疫情得力，他获得第一个三

等功。

1958 年随部队回撤到青海后，为

响应当时“大练兵”号召，吴天一被分

配至某骑兵连。“我要当一名普通

兵。”吴天一说，在骑兵连他获得了

“五好战士”荣誉，为他之后常年在高

原“骑马问诊”打下了基础。

【一个决定】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批青年怀

着梦想，来到青海建设高原。意想不

到的是，许多初到青海的内地建设者

很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心

慌、胸闷、头痛欲裂……由于缺乏高

原病基本知识，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

通肺炎、肺充血症治疗，许多建设者

相继病倒甚至献出了生命。

吴天一说，当时高原病在我国医

学研究领域尚属空白，国内对它认识

不清，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只有外国人

说话。“我要攻克高原病”，这一决定

让他接下来一辈子只做了一件

事———高原医学研究。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

境，阻碍了人们开发高原的步伐，也

威胁着这里居民和官兵的健康和安

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

断研究下去。”吴天一开始用所学的

医学知识保障高原人民的生命和健

康。

“马背上的好曼巴”

【一个标准】

1978 年，吴天一与同事共同创建

了全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为尽

快全面掌握各种急慢性高原病，1979

年至 1992 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 10

余年、覆盖 10 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问哪里海拔最

高？”吴天一说，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

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

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

素。

“到牧区下乡，帐房一支，仪器一

架，发动机一响，牧民们以为是电影

放映队来了。”吴天一克服头痛、胸

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高原反应，骑

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深入牧

区的帐篷做高原病普查。饿了吃点牧

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

牧民一起睡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

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

料……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

低氧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

精通汉语、塔吉克语、英语、俄语的吴

天一，又学会了藏语。几十年的科研

工作，他走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高海

拔地区，诊治过数万名牧民群众，整

理了大量的临床资料，藏族牧民亲切

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吴天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

型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

生理学和临床医学方面做了系统研

究。他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

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

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 2005 年

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的防治

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条铁路】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

健康是一个严峻考验，这是建设高原

铁路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对高原医

学提出了新挑战。

青藏铁路建设 5 年中，作为原铁

道部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吴天一带

头制定出一系列劳动保护和高原病

防治措施，建立了全面科学的卫生保

障措施和急救方案，将高原病的自我

判断方法写入科普手册，送到每个筑

路工人手中。

“青藏铁路沿线 80%的地方海拔

都在 4500 米以上。在这里吸进来的

氧气只有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

半。”吴天一说。

他亲自带领科研医疗队上山指

导工作，研究开发以藏药为主的红景

天等致适应剂，提出“三高三低”急救

措施，使急性高原病发病率由青藏公

路建设初期的 9.8%降至 1%以下。

吴天一的研究不但保障了青藏

铁路的顺利建设，而且创造了 14 万

劳动大军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地区工

作 4年、无一例因急性高原病死亡的

世界医学奇迹。

生命的保护神

【一场地震】

“我既是医生又是党员，还是最

懂高原病的人，我必须去！”2010年 4

月 14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

生 7.1 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彻

夜未眠，主动请缨，不顾同事和家人

的劝阻连夜带领医疗队奔赴灾区。

到达灾区后，他日夜奋战在救灾

一线。白天，往返奔波于各大救援点，

指导并参与高原肺水肿病人的抢救；

夜间，辗转各医疗队

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

知识，尽全力拯救群

众生命、保障人民健

康。他还发挥懂藏语

的优势，为受灾群众

讲解知识、疏导心理。

“这是世界最高

海拔地区的地震，我

们要以共产党人的精

神战胜高原地震灾

害。”吴天一说。震后，

他主持召开了多个会

议，进一步总结玉树

地震救援经验，并面

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

国抢救急性高原病的

成功经验。

【一生追求】

全身 14 处骨折，

双眼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吴

天一身体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仍深深

迷恋着这片土地，扎根高原从医 50

多年，默默守护着青藏高原的万千生

命。

吴天一在下乡途中曾经历过多

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他多处肋骨骨

折、髌骨粉碎性骨折、胫腓骨骨折。至

今，他腿部还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

板。

高原长期的紫外线辐射让吴天

一的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术后，

他没有休息片刻，立即投入到实验

中。左眼工作，右眼就戴着眼罩休息；

累了，再把眼罩换到左眼上……

在进行高低压实验氧舱模拟实

验中，吴天一主动承担第一次实验的

风险，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舱体。由于

缺乏经验，舱内气压迅速下降，他的

鼓膜被击穿，听力严重受损，但他摸

清了舱体运转的安全系数。

吴天一在卫生健康领域奋战一

辈子，获得无数荣誉。“青藏高原是我

科学研究的根，是我生命的根，高原

医学研究是我一生的追求。‘七一勋

章’是党内最高荣誉，是荣誉也是考

验。未来我要带好团队培养好接班

人，为保障高原人民和官兵的健康作

出更大贡献。”他说。 据新华社

蒙山高，沂水长。沂蒙，一片红

色的热土。

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儿

女历经血与火的淬炼。他们以“最

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

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无

私奉献，书写了军民血肉相连、共

同奋战的壮阔篇章，将革命一程又

一程地推向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

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如今，沂蒙儿女的故事仍被久

久传唱，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铸就的沂蒙精神更是历久弥新，焕

发出新的光芒。

军民鱼水 团结奋战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孟良崮

战役纪念馆，有三辆独轮车。它们

大小不一，木架木轴，看起来粗老

笨重，却蕴含着沂蒙精神的关键密

码。

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

的重点进攻，1947 年 5 月 13 日，

孟良崮战役打响。一方是装备精良

的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自诩为“天

下无敌”；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

产党华东野战军，被认为“必败无

疑”。

这场战役中，沂蒙人民组成了

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用小推

车抢运弹药、运水送粮、运医送药。

车轮滚滚，民心如潮，人民军队也

因此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

奇迹。5月 16日，华野全线出击攻

上孟良崮，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全

军覆灭。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在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类似

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沂蒙妇女李桂芳等拆掉自家

门板，跳入冰冷的河水，用自己的

身躯架起“火线桥”；沂蒙母亲王换

于创办战时托儿所，抚养 40多名

革命后代长大成人；沂蒙红嫂明德

英先后救助了两名落难的八路军

战士，危急时刻，更是用自己的乳

汁挽救了身负重伤的子弟兵。

……

史料统计显示，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 420 万人口

中，有 20 多万人参军入伍，120 多

万人拥军支前，10 万英烈血洒疆

场。今天，当我们走进沂蒙革命纪

念馆，依然会被一组名为《力量》的

巨幅群雕所震撼：支前老乡弯腰推

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在蜿蜒曲折

的道路上前行……

“无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

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雄

辩地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

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沂蒙干部学

院副教授刘占全说。

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

在电影《长津湖》中，临近影片

结尾，有这样一幕令人动容———

胡军饰演的“雷公”，怀抱敌人

从空中发下的标识弹，开车吸引敌

军注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了

敌人的子弹。在牺牲前，“雷公”哼

唱的便是《沂蒙山小调》。

“雷公”的形象正是沂蒙人民

的生动缩影。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

践深刻印证，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沂蒙人民总有一股攻坚克难的拼

劲、勇往直前的闯劲。

临沂莒南县坪上镇厉家寨村，

地处三山五岭两河之间，山石密

布、耕地稀薄。老人们常说，曾经的

厉家寨村，是“早上汤，中午糠，晚

上的稀粥照月亮”。

穷则思变。1955 年起，厉家寨

人移山填谷、劈岭造田，两年建成

高标准梯田 3000 多亩，粮食亩产

提高到 500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

欣然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九间棚

村成为沂蒙精神新的代言。

坐落在海拔 640 米的龙顶山

上，九间棚村山高涧陡、四面悬崖、

土地瘠薄、缺水缺电。112亩土地挂

在 23 条山梁上，即使赶上好年景，

村民也只能吃七八成饱。

上世纪 80 年代，村党支部书

记刘嘉坤带领村民架电修路、引水

上山、治山种树，连续苦干 5年。全

村累计集资 23 万元，修砌石渠

3500 米，开山整地 500 多亩，新栽

果树 2万多棵……

改造山、山低头，改造河、河变

样，改造地、地增产。

两个时间节点，标注着沂蒙精

神给沂蒙人民带来的大变化———

1985 年，位于沂蒙山区腹地

的临沂被列为全国 18 个连片扶

贫重点地区；历经 10 年奋战，1995

年底，临沂一举率先实现整体脱

贫。

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

牛羊，高粱红来稻花香……《沂蒙

山小调》中的美好描绘，在沂蒙人

民的手中，早已成为现实。

开拓奋进 谱写新篇

缝军衣、烙煎饼、抬担架……

国庆假期，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

村的农家小院内，上演着一幕幕以

红嫂故事为主题的沉浸式演出，吸

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沂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范如

峰介绍，沉浸式演出紧扣特定历史

时期不同人物的境遇和性格，用情

景表演的方式，展现当年军队和老

百姓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这是当地创新红色旅游的路

径之一，也赋予了沂蒙精神新的时

代魅力。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发

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

放新时期的沂蒙精神，在新时代不

断发扬光大，成为激励沂蒙人民改

革创新、开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

力。

这 是 绿 意 更 加 盎 然 的 沂

蒙———

临沂市坚持走绿色、低碳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十三五”期间，完

成涉气工业企业三次提标改造，万

元 GDP 能耗下降 17%，2020 年空

气优良天数增加 54天。

这 是 产 业 更 加 兴 旺 的 沂

蒙———

在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党

组织带领村民整治荒地修砌石渠，

打造集金银花良种培育、推广种

植、干花贸易、食品药品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将山高涧

深的村庄建成“沂蒙明珠”。

这 是 生 活 更 加 富 足 的 沂

蒙———

2019 年 11 月，高铁开进了沂

蒙山，“厉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

一个用村庄命名的高铁站。当地的

樱桃搭着高铁快运，发向全国各

地，助力沂蒙人民不断增收致富。

八百里沂蒙好风光，山山水水

都是歌。

在沂蒙精神的助力下，沂蒙山

区儿女正勇往直前、不断进取。面

向未来，老区人民也将继续披荆斩

棘，描绘出更加壮丽辉煌的时代画

卷。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春风扑面，日子打开，今天又是

元宵节。让幸福引领生活，让我们一

起过一个充满情怀的元宵佳节。

《呼和浩特民俗》记载，呼和浩特

的民众过元宵节也有自己的特色，他

们将元宵节又视作“过二年”，在元宵

节这天尤为兴高采烈。

正月十五这天，大街小巷，舞龙

灯、踩高跷、赏花灯等风俗活动争奇

斗艳，你方唱罢我登场，为节日增添

了许多热闹的气氛。但最能震撼心灵

的还是那些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非

遗项目，可谓是独领风骚。

《呼和浩特民俗》里对舞龙灯有

如下记述，舞龙灯是元宵节传统的项

目之一。呼和浩特人喜好龙灯，龙灯

长的 100多米。龙头最重的有 30斤。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曾有七龙闹元

宵的历史佳话。

踩高跷起源于民国时期，当时，

曾有年轻气盛的东北士兵扎了 1 到

1.3 米的高跷参加民间社火活动，使

人们大开眼界。此后，呼和浩特地区

的高跷才真正发展起来，直到跷腿高

达 2米以上。

土默特左旗的武跷以套路多、难

度大著称，绝活跨转式就是在行进中

突然转体 360 度，跳在桌子上表演，

十分精彩。

赏花灯在呼和浩特历史悠久，据

成书于民国期间的《归绥县志》记述，

“自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笼旺火张

灯彩，以元宵祭祖。”书中还记载了张

罗灯会的民间组织“接灯官”的就职

仪式。元宵节期间，接灯官权力最大，

他走东串西，可以任意找哪家毛病和

罚钱，此款凑集后用于灯会的各项开

支。

这些风俗活动或多或少都带有

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鲜明特色，即使

说在与塞北游牧文明碰撞后融为一

体，在表演中仍然带有些许中原文明

的特点，不时就会显露出来。

同时，在“过二年”时，呼和浩特

各地都会把能够代表当地文化的节

目展现出来，2008 年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脑阁也不例外。呼和

浩特的脑阁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绝无

仅有的艺术。且平时难得一见，只有

在“过二年”时，方能见其真容。

内蒙古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而独特。仅

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

140项之多。每一项都蕴含着内蒙古

各族人民特有的精神价值，是建设民

族文化大区的重要资源和内蒙古各

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初春的草原静谧安详，锡林郭勒

盟阿巴嘎旗那仁宝拉格苏木种公羊

专业合作社开办的托养代养基地里

却非常热闹，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牛正

排着队在饲喂棚里享受“美食”。

该基地位于那仁宝拉格苏木都

新高毕嘎查，基础设施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其中 2000 平方米饲喂棚，

500 平方米接牛犊使用的暖棚，500

平方米饲料加工棚，铲车、搅拌机、发

电机、撒料机等现代化牧业机械设备

一应俱全。

从 2021 年 11 月冷季牛托管模

式开展以来，得到了嘎查和附近牧户

家庭的积极响应。如今，周边牧户共

托养 140 多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养

殖区聘请了 2 位牧民负责加工添加

饲料、清洁养殖区等工作。从防、检、

驱到取草、拌料、饲养全部采用机械

化流程。另外，托养牛采用加工搅拌、

混合饲料的方式进行投喂，再加上冬

季购置的 200 吨干草料、170 吨青

贮，全面保障托养牛的“口粮”供给和

营养配比。

“个体牧户自己饲养，冬季一天

一头大牛用草颗粒料 8-10 斤、草 20

斤，加上人工费用一天大约是需要 27

元，牛犊的耗费成本一天也在 19 元

左右。而在我们托养基地，各项饲草

料折合下来，每头大牛只需 23 元，牛

犊需要 17 元就足够了。一天下来，一

头大牛就可以为牧户节约 4 元钱成

本，牛犊节约 2 元钱成本。这样一项

明白账牧民们都算得清，而且非常认

可我们的服务。”合作社负责人巴图

巴雅尔说道。

规模化、集约化托管养殖模式，

实行统一饲养、统一管理、统一防治

疫病，降低养殖和时间成本，既保障

了牧户的收益，也为合作社带来了可

观的利润，实现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

面。

谈到下一步计划，巴图巴雅尔信

心十足。他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将

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拓展到其他较远

地区，不断提高牧户的收益、降低养

殖成本，带领更多的牧民走上致富

路。 李志明

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背院士”吴天一：把根扎在青藏高原

阿巴嘎旗：“一站式服务”
让牧民当上了“甩手掌柜”

元宵节又被视作“过二年”

舞龙灯、踩高跷、赏花灯一个也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