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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那个春天，是西藏历史长河中一个崭新

的篇章。

1959 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西藏实行民

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

万农奴挣脱了身上千百年来的锁链，在这场轰轰烈烈、波澜

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跨进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伟大时代。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

下，民主改革以来，全区各族人民谱写了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的壮丽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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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西藏各族

人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守望相助、感恩奋进，一个迈向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

命运的转折 不朽的丰碑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三大领主的“香巴拉”，却是广大

农奴的人间炼狱。

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占西藏人口不足 5%，却占

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绝大部分牲畜和

财产。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生产资

料，更没有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拉萨市城关区雪社区居民洛桑老人是民主改革的历史

见证者。“在旧西藏，我们农奴有的被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

配，有的被无尽的乌拉差役和山一样的高利贷盘剥得一无

所有，甚至家破人亡。”洛桑老人回忆说。

洛桑老人在旧西藏的经历，无疑是百万农奴在那个吃

人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一个缩影。随着一场以解放农奴为

核心目标的伟大革命在西藏农村、牧区、寺庙、城镇等地全

面展开，西藏社会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

大跨越成为现实。包括洛桑老人在内的百万农奴第一次获

得当家作主的权利，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

民主改革后，洛桑老人这个曾经的“会说话的工具”以

自由人的身份，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居委会工作人员，更让老

人欣慰的是，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曾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为家乡发展乃至国家大事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是社会主义新西藏赋予了百万农奴新的生命，旧西藏

封建农奴制的极端黑暗、残酷和落后永远不能忘，共产党的

恩情永远不能忘！”已是耄耋之年的洛桑老人目光坚定地说。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让昔日的农奴成为了掌握自

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成为了主宰自己精神生

活的主人，从此雪域高原“换了人间”。

伟大的跨越 辉煌的成就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民主改革，不断开创着西藏历史的新天地。

而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群众努力奋进，迎来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在山南市隆子县日当镇，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铿锵

步伐，让小康生活不断成为现实。当地农民致富带头人加

央曲扎在党的惠农富民政策引领下，在过去的十年里带领

家乡父老乡亲积极参与边境村镇建设，把一个原来只有几

十人、几十台车辆的小车队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 340 名固定

员工、233 台运输车辆、50 多台大中型机械设备的本地龙头

民营企业。

“是党的政策指引我们农民用勤劳的双手实现自身的

发展、家乡的发展，有了党的英明领导，我们不愁过不上好

日子！”谈到现今的发展成就，加央曲扎在喜悦之余更充满

了感恩的心。

在广袤的农村牧区，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边境小

康村建设和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带动了

一批批基层群众参与项目建设、投身产业发展，各族群众特

别是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发坚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 年，西藏累计实施 2639

个产业扶贫项目，带动 23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地区“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部解决，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超

过 1600 亿元，19 个贫困县（区）摘帽、1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脱贫，绝对贫困基本得到消除。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数据显示，1959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1.74亿元。

民主改革开启的历史新征程上，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

道，走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征途。历经新旧两

重天的西藏人民，为把属于自己的“香巴拉”建设得更好，正

朝着同全国一道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前行、勇敢追梦。

感恩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吃水不忘挖井人，党的恩情似海深。

61 年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

各族人民，先后召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政策、资金、项

目等方方面面给予特殊倾斜、巨大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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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治藏方略，

推动了西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面进步，让西藏各族人民

享受到了最多的关怀、最好的政策。

今天的西藏，从珠峰脚下到羌塘草原，从雅江两岸到三

江流域，一派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今天的西藏，

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脱贫攻坚决胜在望、民生福祉有力提

升、美丽西藏更加亮丽、社会大局祥和稳定；今天的西藏，各

族群众更深刻地感受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西藏各族

人民的主心骨，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永远是我们的坚强后

盾，伟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夺

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

巍巍喜马拉雅山，见证雪域西藏沧桑巨变；滔滔雅鲁藏

布江，歌唱高原大地幸福生活。感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无

比优越，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已经成为新时代西藏各族

人民的内心共鸣，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西藏篇章

的铿锵步伐在高原大地上坚定前行。

配稿资料图片：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主题歌舞晚

会“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场景。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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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年前，雪域高原上展开了民主改革，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从此瓦解，百万农奴和奴隶的命运发生

了巨变，翻身解放成为了自己的主人。西藏从落后走

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更是创造

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近日，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政协委员，拉萨市工商

联兼职副主席、西藏朗赛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加央罗

点。

西藏朗赛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乳制品、酥油、

藏茶，还有物业管理和地产等项目。该公司研发的

“仁增多吉”低氟健康藏茶名声远扬，2016 年,该品牌荣

获中国驰名商标。公司在发展壮大的 30多年时间里，

始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技术支持以及健全的售

后服务，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发

展，入选“2019西藏自治区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大户”。

“我的祖籍是青海玉树，出生在拉萨市，是国旗下长

大的孩子。我的父母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的父亲属于

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需要给达官贵人和头人做

事，终身靠苦力维持生活。”加央罗点说，小时候常听父

母讲，那时候的生活很艰难，饿肚子是经常的事。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形成、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

高、15 年义务教育政策……”加央罗点罗列着现在西

藏人的幸福生活，他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就要

到了，这是一个忆苦思甜的好机会，我们每个人都要

提醒自己，要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不忘历史才

能开创未来。“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我要发挥好自己的

能量，为新西藏代言、为党的好政策代言、为当下的幸

福生活代言，感念党和祖国恩情的同时，把基层老百

姓的声音传到政府耳朵里。”加央罗点说。

加央罗点还表示，当好一个政协委员，一定要留

下点什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履行好肩

上的责任和担当。在享受党和国家优惠政策的同时，

企业也要发挥社会责任，在解决大学生就业、提高老

百姓收入等方面多下功夫，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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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春天，阳光普照，暖风拂面，绿

柳吐芽，西藏迎来了民主改革 61 周年。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

江滋养着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傲然挺

立的布达拉宫见证着雪域高原 61 年的历

史巨变。

61 年 前 ，生 活 在 无 尽 黑 暗 中 的 百 万

农奴只是“会说话的牛马”，衣不蔽体、饥

寒交迫，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

保障……

1959 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实行民

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度，百万农奴挣脱了身上千百年来的锁

链，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

自己命运和西藏社会的主人。61 年来，在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

家庭的温暖怀抱里，雪域高原实现了从黑

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

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

放的历史跨越，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

千年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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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制定了西藏发展

和稳定的大政方针，不断推进西藏长足

发展和长治久安，使西藏发展呈现出蓬

勃生机和强大活力，一个和谐稳定、幸福

安康的新西藏正屹立在世界屋脊。

61 年的历史巨变给西藏各族群众带

来的幸福感，时刻流露在人们的一颦一笑

中、体现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历经

61 年光辉岁月，西藏各族人民深刻认识

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就没有西藏社会

的繁荣进步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的关心关怀，必将激励西藏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倾情书写

好瑰丽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登高望远天地阔，砥砺奋进谱新篇。如今，西藏正以奋发

向上的姿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

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奋力开创新时代西藏长足

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的关怀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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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自治区十一届人大

三次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步

出会场。

图②：达孜区塔杰乡巴嘎

雪村群众举行开耕仪式。

图③：青藏铁路拉萨河大桥。

图④：正在建设中的加查

水电站。

以上资料图片由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旦增蒋盖姚海全 摄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这一制度

一直延续到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前，上百万农奴处于被剥削被

压迫的境地。

1959 年 3 月 28 日，在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

叛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

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号召

西藏人民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开启了西

藏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61 年前的这场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百万农奴彻底解放、当家作主。这场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

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推动西藏社会制度实现巨大跨越，标

志着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从此在西藏确立。61 年来，在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守望相助下，西藏各族人民高举爱国

主义和民族团结旗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跨越式进步，广大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009 年 1 月 19 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顺应人民

群众意愿，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决定将每年的 3月 28日设立为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

放。

本报记者 张一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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