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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1周年宣传标语
讲党恩爱核心 讲团结爱祖国 讲贡献爱家园

讲文明爱生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

产党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有国才有

家，党和国家的恩情永远不能忘。”山

南市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老党员顿久

说，“看到国旗，我就想到了党和国家

的恩情，所以我要坚持缝制国旗。”从

1971 年在布达拉宫广场参加完升国旗

仪式后，顿久每年坚持自己动手缝制

国旗，以此铭记党的恩情，表达对伟大

祖国的热爱。

1949 年，顿久出生在哲古宗一个农

奴家庭。至今，他仍记得自己是父母要

饭养活的，他忘不了一勺糌粑过一天的

苦日子。稍大一些，为了糊口，他也开

始四处乞讨。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后，顿久家

分到了牛羊和土地，逐渐过上了丰衣足

食的幸福生活。1971 年，作为农牧民代

表，他参加了布达拉宫广场的升国旗仪

式。那时，他萌生了缝制国旗的想法。

顿 久 买 来 红 绸 、黄 缎 和 一 面 小 国

旗，照葫芦画瓢开始缝制。学过裁缝的

他，裁剪不是问题。他用旧报纸剪出五

角星图案，丈量出五颗星之间的距离，

然后开始缝制。

“自己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国旗特别

有意义，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对国家

的热爱。”顿久告诉记者，“缝制第一面

国旗用了三天，在那三天里，我每天想

的都是缝制国旗的事，有时晚上睡着睡

着有了新想法，会爬起来缝几针。”

“第一面国旗缝制出来后，乡亲们

都夸：‘漂亮！这下可以天天看到国旗

了’。”听了乡亲们的鼓励，顿久缝制国

旗的信心更足了。

从 1971 年 10 月 1 日，在自家屋顶插

上卓德村第一面国旗开始，每逢重大节

日，顿久都坚持更换国旗。

时间长了，顿久缝制国旗的水平越

来越高。2017 年，他买来一台缝纫机，

开始用缝纫机缝制国旗。经过反复研

究，现在他已经能熟练缝制 3 种规格的

国旗。从 1971 年至今，他一共缝制了

170面国旗。

在顿久的影响下，卓德村群众家家

户户在屋顶上插国旗。高高飘扬的五

星红旗，成了卓德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特别是“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卓德村群众在村“两委”

的带领下，改善人居环境、美化家园，把

村子建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文明村。

“感党恩爱核心爱祖国”之风在卓

德村刮起的同时，“讲文明爱生活”也蔚

然成风，而这也离不开顿久的影响。从

1968 年花 20 元钱买回第一台收音机开

始，顿久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收听广播，

关心国家大事，并义务向群众宣讲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广播让我感觉到我与

祖国紧紧相连，每当听到收音机里响起

国歌声时，我就特别激动，自觉地停下

手中的活，认真倾听。”顿久告诉记者。

“每当想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爸啦

就会缝制国旗。”在父亲影响下，2012 年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嘎玛扎西

说，“村里人都向爸啦学习，作为家里

人，我就更不能落后了。”

“ 从 1981 年 入 党 开 始 ，我 就 把 自

己 许 给 了 党 。”顿 久 说 ，“我 今 年 71 岁

了 ，只 要 我 活 一 天 ，我 就 会 坚 持 缝 制

国旗，以此铭记党的恩情。五星红旗

永远在我心中！”

“五星红旗永远在我心中”
—顿久与170面国旗的故事

本报记者 段敏

本报拉萨 3月 23 日讯（记者 陈振

东）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即将到

来之际，西藏日报社组织开展西藏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馆网上展馆知识竞赛答

题活动。本次活动日期为 3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题型为单项、多项选择题，题目

内容全部来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馆网上展馆展陈内容和图文史料。广

大网友可通过西藏日报社全媒体平台

（中国西藏新闻网、西藏日报客户端和

微信公众号）在线登录网上展馆，深入

了解相关历史知识后，再进行答题。为

鼓励广大网友参与本次活动，主办方将

在 4 月 1 日公布得分前 10 名的网友名

单，并送上礼品一份。

据悉，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网

上展馆自 3 月 13 日正式上线以来，深受

广大干部群众好评，截至 3月 23日，点击

量已突破 8 万次。网上展馆和实体展馆

“网上网下同频共振”，使广大干部群众

足不出户即可受到一次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教育。

本报拉萨 3月 23日讯（记者 晓勇

郑璐）23 日上午，西藏重点工程项目西

藏美术馆在原有的拉萨老水泥厂厂址

上，正式破土动工。此项目总投资约 3.5

亿元，总用地面积 47340平方米，力争建

成集收藏、展览、研究、交流、教育、推广

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化、数字化的

大型综合美术馆。建成后的西藏美术

馆，将由西藏美术馆主展馆、艺术互动

体验区、艺术家驻留创作基地和艺术集

市四个功能区组成。

据悉，西藏美术馆项目是区党委、

政府推进西藏文化文艺事业发展的一

项重大决策，是新西藏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重大项目，是我区精神文明领

域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按照预期工

期，该馆 A、B 两个主体区域工程将于

2021 年 7 月完工，并确保在当年 7 月主

馆开馆，为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西藏

和平解放 70周年献礼。

自治区文联秘书长、西藏美术馆筹

建办成员李雪艳说，项目启动近两年

来，已完成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要将水

泥厂的工业遗址元素巧妙融入到美术

馆的设计当中，用艺术形式呈现出西藏

工业文化和红色文化记忆。要按照自

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指示精

神，把西藏美术馆作为拉萨地标建筑来

建设，作为艺术殿堂来打造，作为交流

窗口来利用，作为历史建筑来建造。

西藏美术馆开工建设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网上展馆知识竞赛启动

（
扫

描

二

维

码
，开
始
答
题
吧
）

恢
弘
的
历
程

伟
大
的
成
就

—
纪
念
西
藏
民
主
改
革
六
十
一
周
年
评
论
之
二

本
报
评
论
员

本报拉萨 3月 23 日讯（蒋翠莲 常

川 陈跃军）23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

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 3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

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和自治区教

育督导、“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评选、区属国有企

业重组改革等工作。

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

我区已经连续 50多天无新增确诊或疑似

病例，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各项

秩序正有序恢复。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用心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3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

细抓到位，结合西藏实际因时因势调整

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统筹做好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本

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慎终如

始、精益求精、精准防控，从各种细节着

手，落实好外防输入各项任务。要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实际，按照科

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尽快组织务

工经商人员返藏、上岗营业，及时协调解

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有序推进

农牧业、餐饮业、旅游业等各行业复工复

产，想方设法扩大区内消费，不断满足人

民生产生活需要。要依法管理宗教事

务，稳步做好恢复宗教正常秩序的相关

工作。要坚持以防患于未然为原则做工

作、以防止出大事打基础做准备、以敢于

担当落实责任为标准看干部，强化属地

责任、狠抓维稳措施，确保社会大局全面

稳定。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加强宣传阐释和教育引导，依

法杜绝非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切实保

障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推动

全区形成文明和谐、绿色健康的新风尚。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要

深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致西藏民族大

学建校 60 周年的贺信和给西藏大学医

学院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解决培

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 根 本 问 题 ，结 合 西 藏 反 分 裂 斗 争 实

际，坚持立德树人，围绕旗帜鲜明反对

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

方面，深入研究“督什么”“怎么督”等问

题，加强高校教育督导工作，提升教育

质量，为新时代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

安培养更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会议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长期以

来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

出的重要贡献。强调要整合资源、加强

统筹、完善薪酬奖励制度等机制，充分

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分类推进国有企业各项改革，

确保国有资产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

导融入国有企业治理各个环节，强化国

企党建工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坚持注重实

绩、基层导向，规范推荐程序，加大宣传

力度，积极做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公

务员集体的评选工作，进一步形成导向，

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为“老西藏精

神”“两路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

开展。要把德放在首位，突出政治素质

考核、注重实绩，全面考察干部德、能、

勤、绩、廉表现。要建立能上能下的机

制，进一步激发事业单位干部队伍活力。

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统筹做好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吴英杰主持会议

入春以来，我区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统筹推进农业生产，各地农民抢

抓农时春耕备耕，田间地头处处是一派

繁忙景象。

图为山南市贡嘎县农牧综合服务

中心技术人员在进行种子包衣作业。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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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变革波澜壮阔，光辉成就举世瞩目。61

年前，天翻地覆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旧西藏政

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

解放、迎来了新生，开启了西藏人民在社会主义康

庄大道上阔步前行的新征程。61年来，在党中央

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无私支援下，西藏各族人

民守望相助、感恩奋进，推动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全面进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一个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新西藏巍然矗立在世界屋脊。

民主改革，使西藏走上了一条繁荣发展之

路。在这条道路上，西藏各族人民始终牢牢把

握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硕果盈枝。旧西藏经济长期

处于停滞状态，1959 年生产总值仅为 1.74 亿

元。农业生产仍然沿用“二牛抬杠”的耕作方

式，粮食产量只有种子的 4到 5倍，牧业生产“靠

天吃饭”，现代工业几乎空白，没有一条公路，没

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医院。社会百业凋零，

民生陷于困境。在民主改革中，农奴主阶级垄

断生产资料、占有绝大部分劳动成果的经济制

度被废除，农奴和奴隶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被废

除，把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从剥削压

迫中解放出来，为西藏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

阔道路，为西藏走向繁荣昌盛开辟了光辉前

景。61年来，在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西藏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日新月异，经济总量实现巨大

飞跃，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变，呈现蓬勃生机和

强大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各族

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

藏的重要论述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

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繁荣发展。如

今，西藏粮食产量稳定在一百万吨以上，具有西

藏特色的工业体系和服务业体系日趋完善，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社会经济充满活力。2019年，

全区生产总值突破 1600 亿元，旅游人次突破

4000 万。同时，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已建成公

路、铁路、航空、管道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以水电为主，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油气

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美丽

乡村星罗棋布，特色产业突飞猛进，从珠峰脚下

到羌塘草原，从雅江两岸到三江流域，处处呈现

一派百业兴旺的喜人景象。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今年 1 月以来，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同总统先生 3 次通话，充分体

现出我们之间的高度互信以及中法关系的高水

平。两国发扬彼此同情支持的友好传统，相互援助

医疗防疫物资，为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树

立了榜样。我密切关注当前欧洲和法国疫情发

展。法方正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防控措施，我向

法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并表示坚定支持。

中方愿继续向法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中方疫情防控的形势，强调

中法共同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的艰

巨责任，双方应精诚合作，推进联合研究项目，加强

国境卫生检疫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工作，共同帮助非

洲国家做好疫情防控，努力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有关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等框架下协调合作，开展联防联控，完善全

球卫生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有需要的国家

加强能力建设，抵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让

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 （下转第三版）

习 近 平 分 别 同 法 国 总 统 马 克 龙 、
英国首相约翰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