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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3月 26日讯（记者 王雨

霏）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边

巴扎西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宣传工作。

边巴扎西强调，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日是全区各族人民永远铭记的日

子。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

历史性跨越、百万农奴命运的历史性跨

越，也实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的历史性跨越，是西藏今天繁荣进步

的制度基石、命运转折、伟大起始。

边巴扎西要求，全区宣传思想文

化系统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组织好开展好系列宣传纪念活动，

大力宣传西藏民主改革 61 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怀

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区

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推

进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力宣传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

的决策部署和我区脱贫攻坚取得的伟

大成就，进一步鼓舞人心、凝聚力量，

进一步教育引导全区各族人民维护祖

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进一步坚定全

区各族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心决心，进一步激励全区各族人民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增进“五个认同”，为我

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

区党委宣传部召开西藏百万农奴
解 放 纪 念 日 宣 传 工 作 专 题 会

边巴扎西主持并讲话

迈上新时代的征程，伟大梦想召唤我们奋斗；站

在新的历史方位，复兴前景激励我们前行。今年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之

年，我们要从西藏民主改革伟大变革中汲取前行力

量，坚定如磐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以奋斗精神成就新

伟业、创造新辉煌。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中，

进一步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重要位

置，深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大

计，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治理边疆和建设西

藏的宝贵经验，绘就了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宏伟蓝

图，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论述，为西藏

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科学指导、行动指南和强

大动力。我们要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融

入各族群众血脉，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

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切实把中央关怀、全国支援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强大动力。西藏民主改革 61 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发生的历史变化，无不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

关怀，无不凝聚着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党中央先后

召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明确了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举全国

之力支援西藏。亲切的关怀、无私的支援，充分彰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充分彰显了祖国大家

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强大凝聚力。我们要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转化为迎难

而上的坚定信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

和实际成果，奋力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党中央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加

快补齐短板和弱项，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坚决保障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处

理好“十三对关系”为工作方法，打好三大攻坚战，全

面做好“六稳”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统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边境小康村建设、特

色农牧业发展，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脱贫，不

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防患

于未然为原则做工作、以防止出大事打基础作准备、

以敢于担当落实责任为标准看干部，保持高度警惕，

树牢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

牢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要加强党的建设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增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历史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激发各级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

职责使命，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

神，让“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新时代的奋斗中绽

放光芒，让党旗在火热的实践一线高高飘扬。坚持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激励群众坚定不移地跟

党走,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群策群

力谱写时代新篇。

伟大旗帜指引我们扬帆远航，伟大时代激励我们

奋进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

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以赴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全力以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以赴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创造西藏文明进步新的辉煌，奋力谱写好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高举伟大旗帜 奋进伟大时代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1周年评论之五

本报评论员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61 年前的今

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度在雪域高原彻底废除，

西藏百万农奴从此翻身得解放，掀开了

西藏历史崭新的一页。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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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

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党的治藏治边

理论，作出治边稳藏重要论述，把西藏

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战

略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

了党的治藏方略的新纪元，推动西藏改

革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民生改善

等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如今，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 340 万

雪域高原儿女，把贫穷与落后甩进了历

史的垃圾桶，正团结一心、拼搏奋进，决

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步走向更

加光明的未来。

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

研 究 所 书 记 、副 所 长 姬 秋 梅 生 在 新 西

藏、长在红旗下，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

里，身为藏族女博士，她三十年如一日

投身我区牧业科研工作，不仅为西藏牦

牛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更成为行业翘

楚和领军人物。姬秋梅取得的成就，与

半个多世纪前旧西藏妇女没有丝毫政

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境遇形成云泥之

别。

民 主 改 革 结 束 了 旧 西 藏“ 政 教 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实行人民民主的政

治制度，使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打下

了坚实基础。同时随着各级人民政权

逐步建立，获得翻身的广大农奴第一次

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西藏的政治舞台，

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平等参与

管理西藏事务的权利成为新西藏的主

人。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走上了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

性跨越。西藏的社会面貌从此焕然一

新。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一个团结、民

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

藏，已经巍然屹立在雪域高原之上，展

示在世界面前。

据统计，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

民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西藏

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占九成以上，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

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到八成，成为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真正的“领导者”。

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

数据最能佐证西藏的飞速发展。

民主改革前，广大农奴没有任何生

产资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被领主视

为“会说话的牲畜”。

61 年来，西藏人民的生活发生天翻

地覆的巨大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不断增长。2019 年，西藏农牧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 13%，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实现持续 17 年两位数增长。

西藏经济连续 26 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的经济发

展速度保持在全国前列，2019 年，西藏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600 亿元，高质

量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2013 年以来，西藏累计减贫约 71 万

人。2019 年，我区 19 个贫困县区摘帽、

1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截至目

前，我区累计实现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74 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绝

对贫困基本得到消除，脱贫攻坚取得了

重大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为与全

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

坚实基础。

61 年来，西藏的产业从无到有，到

现在形成了关联度很强的高原生物产

业（以青稞、牦牛的深度加工为主）、旅

游文化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绿色工业、

现代服务业、高新数字产业等，建立了

以水电为主，油、气和地热、光伏可再生

能源互补的体系建设，建成了建材、轻

工、食品加工、藏医藏药等 20 多个门类

的现代工业体系，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明

显。旅游文化产业持续发力，成为先导

产业和支柱性产业，2019 年全区接待国

内外游客突破 4000 万人次，增长 19%，

收入 560亿元。预计文化产业产值 53亿

元，增长 15%。

社会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据 史 料 记 载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前 的

150 年间，天花大流行过 4 次，其中 1925

年的一次仅拉萨地区就有 7000人丧生。

和平解放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西藏 60 年代就消灭了天花病，麻风

病、大骨节病和包虫病等一些危害较大

的传染病、地方病也得到有效控制或消

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

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即使如此，在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

各族干部群众，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截至目前，西藏

首例也是唯一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连续近两个月没有新增确诊

或疑似病例，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

61 年来，现代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已

在西藏全面建立，覆盖区、市、县、乡、村

五级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构建形成，基

本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急救

和巡回诊疗体系不断完善。西藏人均

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初期的 35.5岁提高

至 70.6岁。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

医疗制度建立完善，形成了以农牧区医

疗 制 度 为 根 本 ，农 牧 民 大 病 保 险 为 补

充，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农牧区医疗制度政策覆盖率、参

保率均达 100%。西藏基本实现了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61 年 前 ，中 国 共 产 党 顺 应 历 史 的

潮 流 和 西 藏 人 民 的 期 盼 ，带 领 百 万 农

奴 翻 身 解 放 ，使 西 藏 跃 入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今 天 的 西 藏 ，政 通 人 和 、民 族 团

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各族群

众心向党、心向祖国，对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西藏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决

心。

历史和现实昭示着一个颠扑不破

的真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

发展路子，才能解放西藏、发展西藏、繁

荣西藏，西藏各族人民才能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 100 岁了，要问我有什么生日愿望，那就

是永远感恩党，祈祷国泰民安，百姓幸福生活！”

巴珠老人指着墙上的党旗，对上门祝福的村小组

长扎西说。隔着口罩，从深褐色脸庞上变化的褶

皱也能感受到他幸福灿烂的笑容。

桃花次第绽放，绿意回归大地，雪域高原腹

地 的 拉 萨 市 堆 龙 德 庆 区 顶 嘎 村 充 满 春 天 的 气

息。作为西藏最年长的老人之一，从备受压迫剥

削的农奴，到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巴珠见证了

这片神奇土地的百年变迁。

从“差如发丝”到“补贴多多”

听说自己领取的寿星老人补贴将从目前的

每年 2400 元涨到 3600 元，巴珠说：“国家给的补贴

已经不少了,在旧西藏哪有这好事!”

巴珠老人的家位于村中的小山坡上，二层藏

式小楼精致敞亮，屋里总书记的像上挂着洁白的

哈达，冰箱彩电、电动酥油机等电器一应俱全，白

泥灰将院子外墙粉饰得平整洁净。望着窗外柳

树抽出的新芽,老人感慨万千。

“以前给农奴主支差的次数比头发丝还要

多。”巴珠说。多如发丝的“差”,指的是旧西藏名

目繁多的劳役，包括运粮差、耕牛差、锄草差等数

十种。

民主改革前，巴珠曾在普果、吉巴和措巴三个

谿卡（庄园）支差，每到支敬神差（寺院僧人的念经

费用），巴珠就要赶着驮满贡品的牲畜，徒步 70 多

公里前往拉萨，即使再困再累也不敢耽搁分秒。

“农奴的身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巴珠说，“在

庄园主眼中，农奴就是牲口，白天有干不完的活，晚

上忍受风寒睡在牛圈里，稍有不慎就要被毒打。”

据《堆龙德庆县志》记载，民主改革前，堆龙

德庆地方共有领主及其代理人 394 人，通过乌拉

差役、高利贷等对农奴进行残酷剥削。

黑暗终被光明驱散。1959 年 3 月，伴随着波

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终结，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巴珠分到

了 19 亩田地、1 头耕牛、2 头黄牛、1 匹马，盖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座房子，当上了顶

嘎村朗生（农奴的一种）互助组组长，开始了新生活。

期颐之年的巴珠，现在每年可以领取老干部补贴、寿星老人补贴等补助 1.3万多

元。他说：“现在啥都干不了了，国家管生活，管幸福。共产党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乞讨度日”到“小康生活”

两年前，受益于政府的精准扶贫搬迁政策，巴珠的小女儿巴桑一家从老旧的

屋子搬到了东嘎街道桑木祥和安居苑小区，60 平方米的单元房敞亮干净，而且没

有掏一分钱……

谈起这件事，巴珠激动地说：“为了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党和政府做了很多

事。干部都上门服务，问寒问暖。”

巴珠小的时候，家里迫于生计，有 6 个兄弟先后离家乞讨。他们蓬头垢面、衣

衫褴褛，为了活下来受尽煎熬。让巴珠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过藏历新年，高傲的贵

族会比平常多施舍一些糌粑，这来之不易的“慷慨”还要农奴“千恩万谢”。

数据显示，民主改革前，拉萨城区有 2 万人，而城市周围居住在破烂帐篷里的

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人。

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告别贫穷的新征程。1959 年底，拉萨市先后安置 8700 多

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 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贫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帮扶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西藏加速告别贫穷

走向富裕。2019 年底，西藏全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巴珠所在的顶嘎村年人均纯

收入达 1.3万余元，即将和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百岁巴珠如今已四世同堂。大女儿拉姆照顾老人的衣食起居，她说：“小时候

经常听父亲讲起过去的苦日子，跟现在的生活比起来，真是天差地别。现在，小孩

上学费用国家全包，看病吃药也有医保报销，吃的穿的都越来越讲究。只要勤劳，

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从“病无所医”到“长命百岁”

3月 21日，在家人的祝福声中,巴珠度过了自己 100岁的生日。“忆苦思甜，我怎能

不感谢党呢！”巴珠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要不是老了，我还真想出去走走看看。”

巴珠曾目睹有农奴与乞丐病死在田间地头、街道角落。他说：“在旧西藏，穷

人最好永远不要生病，因为穷人看不起病。”

旧西藏人均寿命只有 35.5 岁，一旦生病，常常寄希望于打卦问卜、求神拜佛。

巴珠“幸运”地活过了那段黑暗岁月。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西藏摆脱了医疗卫生落后的局面，医疗服务、妇幼保健、

疾病防控等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西藏人均预期寿命已由和平解放初期的 35.5岁提

高至目前的 70.6 岁。全区还推出了农牧民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有意愿

的农村“五保”老人全部实现集中供养。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正让“大病不出藏”成为现实。

巴珠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水平高了，农村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

多。”

目前，德庆镇 70 岁以上老人就有 375 人，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天的西藏，越来

越多老人像巴珠一样，实现了长寿愿望。

攀谈到激动时，老人翻弄起床头边的小包，在一个扎着红丝带的眼镜盒中，颤

颤巍巍地拿出一枚党徽递给记者，双手合十，激动地说：“共产党和我一样快 100 岁

了。从 1959年我当村干部开始就想入党，我敬仰共产党！”

藏乡春来早，清气满高原。春天的阳光洒满山村，巴珠来到顶嘎村委会大院，

和村里的其他老人围坐在一起，唠幸福的家常事。其乐融融的景象，定格成一幅

老有所养的美好图画。 （新华社拉萨3月26日电）

短短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1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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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巴宜区米瑞乡曲尼贡嘎村群众嘎玛顿珠和他儿子旦增旺扎在国旗前合影。 杨志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