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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20 年 12 月 4 日，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

工程投用。西藏由此迈入了主电网覆盖全区 7
市地、74 个县区的统一电网新时代。

2021 年 6 月 25 日，我国首条高原电气化铁
路——拉萨至林芝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
车组首次开上青藏高原，拉萨至山南、林芝最
快 1 小时 10 分、3 小时 29 分可达。拉林铁路的
建成通车，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
史。

……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让西藏各族儿女的

交通出行越来越便捷；教育体系的不断健全，
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智力
支撑。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乡失学的孩子比较
多；后来，学校的办学条件好了，群众的观念也
发生了转变。”西藏民族大学学生格桑美宗说，

“去年，我们村小学建起新的教学楼，学生有了
新的教室、浴室，老师们上课也用起了 PPT，疫
情期间我还带着妹妹在家上网课。”

更多的青年人奔赴基层建功立业，把青春
书写在高原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鼓励引导各类人才
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贡献才智、建功立
业。从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流动、人才评
价、激励保障五个方面制定了重点向艰苦边远
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倾斜的政策措施。

“国家重视基层发展，艰苦边远地区和基
层一线舞台更广、机会更多、成长更快。”岗巴
县岗巴镇吉汝村乡村振兴专干次仁央金说。

2020 年，西藏经济增长 7.8%，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1900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 2010 年翻一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98 元，比上年增长 12.7%，连续 18 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近 5 年增速保持在 13%左右，增速均
居全国第一……

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屹立于地球
之巅。

浩荡雄风藏万卷，百舸争流正当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各族儿女将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自治区党
委的坚强领导下，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撸起袖子加
油干，携手奋进新时代。

“以前从山南到拉萨坐车要两个小时，现在
通了动车，一小时就到拉萨了。今天是第一次
坐动车，很开心！”作为首批踏上高原“复兴号”
列车的乘客，山南市桑耶镇群众仁其难掩兴奋，
诉说着动车带来的满满幸福感。

拉林铁路的开通运营，使坐上火车去林芝
的梦想成为现实，“坐着动车游西藏”有望成为
一种新时尚，也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
来了历史性机遇。

天路横越的时空转换，助力旅游业发展，为
沿线地区培育包括旅游业在内新的经济增长
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各族
群众充满着无限美好和期待。

无论是交通建设、能源保障，还是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完善，从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百业凋
零到和平解放后的跨越式发展，从改革开放带
来的高速前进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质量发
展，70 年来，在党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和全区各
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下，我区经济总量持续迈上
新台阶，经济结构实现新优化，改革发展实现新
突破，质量效益显著增强，群众福祉持续增进，
高质量发展硕果累累。

这段时间，国道 109 线那曲至拉萨段控制
性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
哈热村村民欧吉的家就在公路旁边不远处。两
年多前，村里组建了扶贫车队参与施工，欧吉就
是其中一员。

“等高速通车了，到拉萨只要 3 个多小时，
到时候开车去可就方便多了。”欧吉憧憬着。

欧吉的奶奶顿珠已经 90 多岁了，看着即将

修成的公路，盼着家乡越来越好：“以前从那曲
到拉萨要走半个月，现在党的政策好，日子好
了，特别有幸福感。”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正如
1930 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中形容的：“乱
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

如今，以青藏、川藏为代表的国省道干线公
路和遍布广袤县乡村的农村公路为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插上腾飞的翅膀。

阿里地区日土县地处偏远，平措次仁是县
里一家农牧产品开发公司的员工，负责原材料
收购和产品销售，他说：“哪怕是县里最偏远的
地方，现在也都有了公路，这都是群众增收的小
康路。”

农牧区实现经济大发展，农牧民群众生活
节节攀升，这是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印证。

统计数据显示，1951 年全区生产总值仅有
1.29 亿元，到 2020 年，全区生产总值突破 1900
亿元，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020 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745.78
亿元，比 1959 年增长 2192 倍。

如今，全区公有、民营各类经济实体齐头并
进，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门类齐全，一二三产结
构进一步优化。

——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显
现。西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 1965 年的 2.6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33.5 亿元。2015 年，粮
食产量突破 100 万吨，青稞产量保持在 79.5 万
吨以上。青稞、草业、牦牛、奶业、藏猪、藏羊等

农牧业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各类特色农牧
产品以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享誉区内外，
市场前景广阔。

——现代工业从零起步，逐步发展壮大。
70 年来，我区已建立起一个包括清洁能源、天然
饮用水、农畜产品加工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
等 20 多 个 门 类 富 有 西 藏 特 色 的 现 代 工 业 体
系。2020 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
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达 9.6%，居全国
首位。

目前，我区已拥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开发
区 6 个，全区各市地、县区也相继建起了一批规
模不等的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一大批
体量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就业增收带动能力强
的优质企业落户各个园区，为我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增添蓬勃动力。

拉萨西站是青藏铁路在西藏最大的铁路货
运站，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这里中转到全
区各地，“藏”字号产品也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
运输到祖国的大江南北。

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员工强巴扎西
说：“通过铁路，我们的卓玛泉运往全国各地。”
西藏好水如今已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从这里运往内地的矿泉水平均每天达到 500
吨。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市县乡村四级
电商服务全面推开，2020 年，网络零售额累计
突破 200 亿元，高新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数字经
济规模突破 330 亿元。

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
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党中央为西藏制定
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涉及财税金融、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保护、生态文明等
各个领域。中央财政对西藏转移支付力度逐年
加大，在不同时期相继安排一大批关系西藏长
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项目，极大改善
了西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994 年至 2020 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
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 9 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
建 设 项 目 6330 个 ，总 投 资 527 亿 元 ，并 选 派
9682 名优秀干部援藏。

如今，在祖国西南 1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广大农牧民群众衣食无忧、看病不愁、生
活更好，真正是“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响彻世界
屋脊！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
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

我们相信：奋进新时代，迈上新征程，西藏
的发展基础更加扎实，发展机遇更加良好，发展
后劲十足。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
祥，幸福的歌啊会一路的唱。

我 们 坚 信 ：更 加 紧 密 地 团 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全 面 贯 彻 新 时 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 ，加 快 推 进 西 藏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我 们 就 一 定 能 描 绘 新 时 代 西 藏 发 展
新 画 卷 ，西 藏 各 族 人 民 的 明 天 一 定 会 更 加 美
好。

■本报记者 张尚华

发展路子宽 幸福日子甜
——西藏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图为山南市洛扎县次麦蔵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正在用黄粉虫喂养蔵鸡。

近年来，山南市洛扎县深入贯彻落实区党委、山南市委制定的一系列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促进农

牧民群众创收、增收。该县引入新理念，打造养殖、种植循环农业，带领当地群众从完善养殖基地、外请技术人员等基础做起，

并从外地引进黄粉虫和黑麦草项目，通过改良藏鸡饲养方法，提高饲养效率和产蛋量，逐步形成循环农业模式。

本报记者 唐斌 次旺 摄

加大政策扶持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