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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同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脉络，其形成发展都得益于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都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涵特质

与价值目标上呈现内在契合，彰

显同脉同源的深层关联，共同指

向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宁，促

进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复兴的初心

使命。

关键词：“两路”精神；青藏

铁路精神；同质关联

“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托党的领

导和中华文化根基，为助推民族地

区繁荣振兴与民族复兴伟业构筑起

坚实的精神支撑，是中国精神的强

劲彰显。

一、“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

精神领导核心一致，都得益于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两路”与青藏铁路的建成通

车，是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重大建设成就。回望“两路”与青

藏铁路的修筑与养护，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是贯穿始终的政治主线。

（一）政治领导是“两路”精

神与青藏铁路精神形成的实践保证

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

持政治领导是发挥其领导核心地位

的根本保障。修建进藏路线是党中

央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夙愿。

“两路”的修筑源自新中国成立之

初为确保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于

1954年成功通车。这不仅是实现和

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关键一环，也是

西藏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的重要基石 [ 1 ]。青藏铁路始建于20

世纪50年代，受社会历史条件制

约，至1984年仅建成了西宁至格尔

木段。历经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发

展，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

下，于2006年实现全线贯通。在

“两路”与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

我党立足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科学研判国情实际，指明发

展方向，制定并实施了包括“全国

上下一盘棋”“一面进军、一面修

路”等政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勠力同心投身建设事业。实践表

明，从规划到实施，党始终发挥核

心作用，为“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组织领导是“两路”精

神与青藏铁路精神形成的主体力量

组织领导依托党的各级组织、

干部和党员架构，实施对人民的组

织引领，是彰显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的关键路径。在“两路”及青藏铁

路建设中，党组织与党员是其形成

的主体力量。党中央成立如青藏铁

路建设领导小组、康藏公路工程委

员会及青藏公路指挥部等机构，整

合建设单位与科研力量，通过科学

决策攻克气候、地质等难题。此

外，党员以先锋姿态践行使命，政

委穰明德“自留险途”勘察开路、

慕生忠将军率部突破昆仑天险、杨

海银带伤坚守冻土施工。无数基层

党员在筑路一线创新攻坚，将吃苦

奉献融入日常。这种自上而下的示

范引领，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淬炼相

结合，既彰显党的组织力，更凝聚

起“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

磅礴力量。

二、“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

精神文化基因一致，都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奋

斗、爱国、民本、创新、团结等文

化基因，是民族绵延发展的根基。

“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生动

诠释了建设者赓续中华优良传统，

既传承民本理念又发扬创新精神。

（一）“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体现了对以民为本精神的传

承

“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等思想自古贯穿华

夏文明，经孔孟倡导至新中国。中

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始终深

植为民情怀，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构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践行人民主体地位的治理原

则，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

神中深植民本基因，筑路部队严

守“不取于民”纪律，践行人民

至上理念，尊重藏族宗教习俗，

颁布专项法规保护文化遗存，青

藏铁路建设极端环境下仍坚持生

命至上，彰显以人为本。这些实

践既赓续“军民一家、民族团

结”传统，又赋予民本思想时代

内涵，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

党的为民宗旨具象化为筑路护路

的生动实践。

（二）“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体现了对创新精神的发扬

《周易》中“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的创新基因，经程颢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

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的理学阐

释，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民

族进步的灵魂，彰显出中华文化绵

延不绝的变革精神。“两路”精神

与青藏铁路精神生动诠释了这一传

统，筑路部队面对技术封锁，以

“功效评比+技术革新”机制激发创

新活力，自主研发“三角爆破法”

“白捻点火法”等安全作业技术[2]。

青藏铁路建设者勇克“高寒缺氧、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

难题，创新采用“桥梁替代路基”

等方案破解冻土灾害。这些实践既

赓续“苟日新，日日新”的文化基

因，又以创新突破铸就精神内核，

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

合。

三、“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

精神内涵同质，都蕴含爱国情怀与

奉献担当

“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

内涵同质，深深扎根于爱国情怀与

奉献担当的精神土壤。这种情怀与

担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在祖国建设的征程中奋勇向前。

（一）“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都蕴含爱国主义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是历经千年积淀与传

承，对祖国疆土、人民、文化等形

成的炽热情怀。“两路”精神与青

藏铁路精神镌刻着建设者用生命铸

就的忠诚。70多年前，面对资源匮

乏、技术封锁的困境，党中央以卓

越的战略眼光决策修建“两路”与

青藏铁路，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使

命。数十万建设者将国家需求置于

首位，以“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为

准则，在高原极寒缺氧的环境中喊

出“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

神、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

更高”的铿锵誓言。他们以血肉之

躯对抗风雪，用青春生命诠释忠

诚，将“上了青藏线就是做奉献”

化为行动注脚。这种将个人融入集

体、以生命践行使命的精神，生动

诠释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深度融

合，铸就了“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最深沉的价值底色。

（二）“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都践履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是篆刻于中华民

族血脉中的精神基因，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政治底色和行动纲领。百年

历程中，党以筚路蓝缕的创业历

程，铸就了“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的精神丰碑。面对气温可骤降

至零下45度，年均115—160天遭六

级以上强风侵袭，积雪最厚达40厘

米，氧气含量仅为内地60%的严酷

高原环境，建设者以“踏上青藏

线，奉献写春秋”的信念，突破

“高寒缺氧、冻土、生态脆弱”三

大难题。在二郎山攻坚阶段，数万

军民在粮食短缺中挖野菜充饥，坚

守施工一线；修建甘孜飞机场时，

建设者以血肉之躯对抗物资匮乏和

技术封锁。数十万军民以“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毅力，将人体极

限化为工程奇迹，用信仰和信念诠

释“顽强拼搏、甘当路石”“挑战

极限”的奋斗精神。

四、“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

精神价值目标一致，都为中国共产

党人初心使命的实现

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

各族人民铸就辉煌成就，却始终坚

守初心使命。以人民幸福、民族复

兴为圭臬，将“两路”及青藏铁路

建设置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宁

的战略高度，核心指向增进西藏人

民福祉。

（一）“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的初心使命，都是为了维护

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系

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西藏的发展幸福以解放和

安宁为前提。“两路”与青藏铁路

是新中国筑牢国防屏障、促进西藏

发展的战略工程 [ 3 ]。“两路”的修

建初衷源于解决进藏部队的供给难

题。彼时，西藏远离内地，部队物

资匮乏。而解放军在藏期间，严格

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

示，以野菜充饥。交通建设成为当

时国家的迫切任务。“两路”的贯

通，不仅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更

从交通层面捍卫了国家统一与领土

完整。进入21世纪，西藏铁路交通

缺失，运输通道单一，难以弥补与

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而青藏铁路

的建成通车，成为推动青藏经济发

展的战略动脉，强化了西藏军事后

勤保障，完善了国家交通网，为维

护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提供了坚

实基础。

（二）“两路”精神与青藏铁

路精神的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

民族团结与区域发展

西藏发展滞后制约民生福祉，

这决定了“两路”及青藏铁路工程

的核心使命在于破解发展困局、铸

牢边疆团结。如此方能兑现共产党

人解放西藏、造福人民的庄严承

诺。“两路”的通车突破了西藏物

流运输的瓶颈，提升了运输效能，

促进了产业转型，消除了制约西藏

可持续发展的交通障碍，奠定了西

藏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青藏铁路的

贯通显著提高了物流运输效能，推

动西藏经济跨越式增长，深化民族

政策落实，成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石，促进了各民族

共同繁荣，拉近了边疆与内地的时

空距离。“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

精神的践行，既彰显共产党人初心

本色，回应人民期盼，也为新时代

使命践行构筑起坚实的交通支撑。

新时代需要持续弘扬“两路”精神

与青藏铁路精神，保障交通大动脉

永葆民族团结生命线、西藏文明进

步线、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康庄大道

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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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路”精神与青藏铁路精神的同质关联
井含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信

用体系”。而健全社会信用体

系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社会信用

评价所需数据的分享机制较为

畅通。然而，这一机制的运行

目前遭遇部分理论障碍和制度

障碍。于是，构建与社会信用

评价相适应的数据分享制度成

为重中之重。

相应地，宜从以下方面着

手构建符合上述要求的数据分

享制度。

第一，以风险控制论代替

个人控制论作为社会信用评价

所需数据之分享制度的底层逻

辑。风险控制，即有效控制社

会信用评价所需数据分享对个

人权益、组织权益和公共利益

的风险。应按该底层逻辑，将

社会信用评价所需数据的分享

制度进行体系化整合。

第二，以风险控制论重新

解释单独同意、目的明确合理

原则、最小化原则等制度。

这些制度均有借鉴域外制度

的底色，客观上一定程度制

约了我国社会信用评价所需

数据分享机制的发展，进而

影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

尊重实定法权威的基础上，

应当赋予相关制度以新的中

国式内涵。具体而言，关于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三

条第一句中规定的“单独同

意”，应当认为是一种为控制

风险而设置的更严格的保护措

施。相应地，只要确保实现了

风险可控，则不必认为数据分

享必须以“单独同意”为规范

依据，而是结合《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认为

“单独同意”可以被其他规范

依据所替代。

第三，不仅重视数据性质

本身的风险，也应重视数据用

途附带的风险。社会信用评价

所需数据的分享对相关权益造

成不合理风险，并非完全归咎

于数据本身的敏感程度，而是

也与数据用途有关。例如，以

刺探所涉个人的私密情况为用

途（目的），通过合并分析来

自若干数据持有者的非敏感个

人数据，同样也可以对个人权

益造成不合理风险，甚至是侵

害个人权益。

第四，基于风险控制的底

层逻辑，围绕是否具备风险控

制能力，展开对社会信用评价

所需数据的分享主体的资格考

察。考察数据分享主体的财务

情况、基础设施情况、技术水

平情况和诚实信用水平情况等

因素，最终均为了分析数据分

享主体是否具备有效控制风险

的能力。

第五，有效控制数据分享

过程存在的风险。一方面，在

数据交付之前，应通过数据分

享合同确定数据用途，并规定

违约责任。另一方面，选择妥

适的数据交付方式，采取相关

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确保数

据分享过程的风险得以有效控

制。

【作者系烟台大学法学院

讲师。本文系烟台市社会科学

规划研究项目“风险控制视域

下烟台市社会信用评价所需数

据的共享制度研究”（2024-

SZQH-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构建与社会信用评价相适应的
数据分享制度

李群涛

一、开展廉洁教育的目标

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

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开展

廉洁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

础性工程，作为构建教育引

导、制度约束、监督制约协同

发力的防腐拒变体系的重要根

基，其对遏制腐败具有源头治

理与长效防控的双重价值。面

向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党员干部必须厚植人民情怀，

坚决破除特权思维与特殊化现

象；务必践行求真务实作风，

摒弃形式主义窠臼；始终恪守

清廉底线，防范贪腐行为侵

蚀，永葆清白为官、廉洁办

事、正直为人的政治本色。

二、工作实施路径与机制

创新

（一）构建全域协同机

制，织密廉洁教育网络

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纪

委强化系统思维，将纪律审

查、问责追责的过程转化为教

育深化契机，打造全周期闭环

管控模式。通过“三纳入六强

化”工作机制，将纪律教育深

度融入党委书记述职评议、民

主生活会查摆、干部教育总体

规划，形成党组织主体责任清

单、纪委监督责任清单双向驱

动的教育格局。创新推行“三

微五前”教育法：运用微课堂

传播纪法知识、微剧场演绎警

示案例、微测试巩固学习成

效；在节庆假期前发送廉洁提

醒、任职提拔前开展廉政谈

话、项目实施前组织风险评

估、资金拨付前落实合规审

查、风险化解前启动专项督

查。通过实施月度考核动态跟

踪、季度分析质量评估、年度

述职成效核验，形成全方位、

多维度的教育督导体系。

（二）深化标本兼治成

效，筑牢思想信念根基

深刻践行十九届中央纪委

四次全会关于“三不”机制的

部署要求，将“责任落实年”

活动与企业重点攻坚任务有机

统一，创新开展“三维锻造”

能力提升工程。在理论强化维

度，搭建“清风讲堂”平台，

组织党章党规专题学习研讨；

在实践检验维度，建立经营风

险防控沙盘推演机制，引导干

部在模拟决策中明晰红线；在

作风养成维度，实施党员干部

“清廉履职积分制”，将教育成

效转化为可量化考评指标。创造

性开展“五阶淬炼”行动：通过

专题培训深化认知、知识测试巩

固成效、智能平台拓展载体、对

标管理查找差距、复盘总结提升

质效，构建起理论学习向实践能

力转化的完整链条。

三、实践成效与发展启示

经过系统化、常态化廉洁

教育实践，取得三重显著提

升：一是强化了法纪知识储

备。系统梳理党章党规核心要

点，编制《廉洁履职应知应会

手册》，构建学时认证、达标

测试、专项答辩三维评价体

系，促进纪律规矩内化于心。

二是激活了教育创新动能。既

巩固传统课堂授课、主题宣讲

等形式，又创新开发VR警示教

育、智能问答系统等数字平

台，形成“线下沉浸体验+线

上互动学习”双轮驱动模式。

三是夯实了拒腐防变根基。定

期开展岗位廉洁风险排查，建

立“个人自查+组织研判+家庭

助廉”协同防控机制，近三年

关键岗位人员主动申报利益冲

突事项同比有效提升。实践表

明，党风廉政教育需要持续强

化三方面建设：健全制度供给

确保教育长效性、运用数字赋

能提升教育穿透力、强化文化

浸润增强教育感染力，方能构

建起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的新

时代反腐倡廉教育体系。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
何永强

2024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

“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

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表明在新

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对

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和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建设的过程要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问题

相结合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两个结合”提出为新时代的社

会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引，特

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我们党在新时

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提供必

要的思想价值导向，也为新时代党的

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提供深

厚的文化理论渊源。

一、“第二个结合”完善党的

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文化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

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

度。”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得出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

建设必须要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内核。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土壤，

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中蕴含有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的传

承和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体现的文化理念为党的自我革

命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文化元素，

主要有民本思想的文化基因、革故

鼎新的辩证思维、忧患意识的历史

意识、辩证的治理价值体系和自强

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华传统文化中

的“民为邦本”的理念是党的自我

革命的价值根基，《尚书》中提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

念，党的自我革命就是保持党和人

民群众的联系。党的自我革命体现

的自我净化、展现的“刀刃向内”

的改革勇气，其中《礼记》的“苟

日新，日日新”和《易经》中“穷

则变，变则通”的革新观的文化精

神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破除旧辩

证有一定借鉴意义。并且党的自我

革命是我们党破除历史周期律、增

强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通过辩证

法的思维中的“天人合一”和“万

物一体”的整体观塑造了党在自我

革命中的“四个伟大”的战略思

维。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所体现出

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新时代党的自

我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提供鲜明的精

神指引。总之，党的自我革命是对

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在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为破

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深层次

的精神价值支撑。

二、“第二个结合”完善党的

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表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

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

的文化根基，要不断深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第

二个结合”为切入点，运用传统文

化中的优秀思想理念不断为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建设汇入源源不断的精

神力量支撑。首先，坚持党的领导

是不断深入探究“第二个结合”推

进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重

要保障。党的百年奋斗史以及所取

得成就和经验就鲜明地指出无论何

时都要坚持党的领导，也只有在党

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的国家才能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能确保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

去。党员干部要不断学习中国历史

和社会发展中的优秀文化，不仅要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结合自身

所处的实际情况不断自纠自查，始

终保持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勇于自我批评要有勇士断

腕的勇气时刻剖析自我，这样才能

在深入学习八项规定道路上学深、

学实。其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人民理

念，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需要人

民思维，要坚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

创造者，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思考

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这

样党才能在新时代为完善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

量。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是中国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不断形成的具有符

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体制，将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建设融入时代化的文化

理念有助于增强制度的影响力和推

动制度创新。最后，要坚持自我革

新的意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取得的经验就是要革故鼎新，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九个以”的

精神内涵，不断通过党的自我革命

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

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廉洁和修身文化，完善监督机制并

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道德

修养，激发党员干部的爱国热情。推

动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和形成有效的

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为全面推进从

严治党和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

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系塔里木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讲师。本文系2024年塔里木大学校

长基金胡杨英才项目“新时代完善党的

自我革命制度的逻辑理路、基本经验及

优化路径研究”（TDSKSS202416）】

理论融入实践 推动廉洁教育
走“新”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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