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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条例》

《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

例》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工作进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这

是自治区党委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

事业抓紧抓好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我区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重要部署。

要强化政治自觉。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条

例》正式实施为契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和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以

及“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条例》，严格遵循《条例》，切实把《条例》的各项

具体措施落实落地，把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作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

重要抓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断开创全区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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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创建 用典型示范引领
—二论学习贯彻实施《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

本报评论员

他曾经贫困，仅靠低保维持生计，

凭着肯干、肯吃苦的韧劲，经过一番打

拼，成为百万富翁。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他又一

次跌入低谷。

面对困境，他曾沮丧灰心、彷徨无

助，也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家庭的重担

不允许他丝毫退缩，“责任”成为他战胜

困难的支撑，最终他重树信心、艰难创

业，成为坐拥资产 3500 万元的致富能

手，成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

业的企业家。他就是日喀则场木庆家

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加央。

两年学徒，逆袭创业攒下
870万元

初见加央，眼前这位藏族汉子衣着

整齐简约，略显

疲 惫 的 脸 上 透

着干练与成熟，

言 语 中 也 充 满

了坚定与自信。当谈及创业的历程，加

央打开了话匣子，仔细回忆着创业的点

点滴滴……

1983 年，加央出生在日喀则市萨迦

县萨迦镇；2004 年，由于家庭变故，年仅

21岁的加央就挑起了家庭重担。

迫于生计，加央只身一人来到日喀

则市，蹬三轮、打零工……再苦再累的

工作，但凡能挣钱，加央都干过。

那段艰苦的日子，加央最幸福的事

就是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并结婚生子。

孩子出生后，加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不得已向当地政府申请了低保。

但加央心里深深明白：吃低保不是

长久之计，要想改变目前的窘境，必须

依靠勤劳的双手，但这又何尝是一件易

事。

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朋友介绍，

加央获得了到四川成都一家家具厂做

学徒的机会，但条件是只包吃住、没有

工资。

经过反复思考，在妻子的鼓励下，

加央决心到四川闯一闯。

就这样，加央独自一人在四川学习

手艺，而妻子在家一边打工，一边照顾

孩子。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加央熟练掌握

了家具上漆、雕花的手艺，家具厂老板

也表示愿意支付每月 4500 元的工资聘

请他。

身在异乡的游子按捺不住的思乡

之情，最终，加央选择回到日喀则，回到

魂牵梦绕的故乡。

一技傍身的加央，回到日喀则立即

被一家家具厂聘请，每月有了 4000 多元

的固定收入。

伴随着第 3 个孩子的出生，加央又

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创业！开办

一家属于自己的家具厂。”这样的想法

在加央的心里愈加强烈。

2009 年，加央拿出所有的积蓄 5000

元，又从亲朋好友处借来 20000 元，创办

了一家小作坊式的家具厂。

那时，从购买木材到制作家具，全是

加央一人完成，经常是通宵达旦。

功夫不负有心人，无数个日日夜夜

的付出换来的是生意的蒸蒸日上，加央

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一年收入超过

9万多元。

此 时 ，他 做 了 一 个 让 人 敬 佩 的 决

定——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2010 年，加央筹集资金购买了日喀

则市第一台雕花机。由于雕花精美，加

央生产的家具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订单也是一批接着一批。

仅仅半年，便盈利 50 万元，随着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到 2013 年底，加央

的家具厂经营总收入已达到 8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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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低 保 户 到 千 万 富 翁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致富能手加央的励志故事

本报记者 陈林 李有军 王莉 张斌 拉巴卓玛

2020 年 1 月 11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全票通过《西藏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这是西藏在自治区层面首次就全面做好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出台的地

方性法规，填补了西藏自治区地方立法体系的一

大空白。《条例》出台将产生什么样的意义？有

哪些突出特点？如何确保其有效实施？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周亦峰作了专业解读。

2019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

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西 藏 自 治 区 藏 、汉 、回 等 45 个 民 族 在 西 藏

革 命 、建 设 、改 革 的 各 个 历 史 阶 段 ，团 结 互 助 、

携 手 共 进 ，孕 育 、弘 扬 和 发 展 了 以“ 老 西 藏 精

神 ”“ 两 路 精 神 ”为 代 表 的 宝 贵 精 神 财 富 ，涌 现

出了热地，孔繁森，卓嘎、央宗姐妹等一大批民

族团结进步典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像糌粑一样紧紧揉在一块，共同守卫祖

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民族团结之花盛开

雪域高原。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党委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和治边稳

藏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和重大成果，用地方性法

规的形式固定下来、长期坚持，有利于进一步动

员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

路，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团结奋斗。”周亦峰说。

周亦峰认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

进一步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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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5月 1 日讯（记者 谢筱

纯）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

近 日 ，区 党 委 副 书 记 、自 治 区 常 务 副

主席庄严主持召开政府专题会议，研

究 讨 论 进 一 步 加 强 我 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相关事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和 关 于 治 边 稳 藏

重 要 论 述 ，始 终 坚 持 绿 水 青 山 、冰 天

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落实

吴 英 杰 书 记 在 区 党 委 九 届 七 次 全 会

暨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增强

建 设 美 丽 西 藏 能 力 ”的 指 示 要 求 ，正

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加强顶层设

计 、强 化 制 度 供 给 ，坚 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江白出席

会议。

会 议 指 出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功 在 当 代 、利 在 千 秋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工 作 ，统 筹 规 划 、谋 篇 布 局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顶 层 制 度 设 计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保 护 好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就 是 对 中 华 民 族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最 大

贡 献 ”的 重 要 指 示 ，为 我 区 做 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工 作 指 明 了 前 进 方 向 、提

供 了 根 本 遵 循 。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坚 持 把 做 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和 抓

好 发 展 、稳 定 并 列 为 我 区 三 件 大 事 ，

陆 续 制 定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制 度 规 范 和 政 策 举 措 ，推

动 我 区 取 得 了 体 制 机 制 更 加 健 全 、

环 境 治 理 更 加 高 效 、绿 色 发 展 更 见

成效的显著成绩。

（下转第三版）

庄严在自治区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强 化 制 度 供 给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本报日喀则 5月 1日电（记者 张斌）日

前，日喀则市旅游发展局召开发布会，通报欧

曲山景区等全市 20处自然类 A级旅游景区自

2020年 5月 1日恢复开放。其中，谢通门县卡

嘎温泉旅游小镇、康马县朗通庄园、江孜县宗

山抗英遗址红色旅游景区、江孜县帕拉庄园

景区、白朗县日喀则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博览园、定结县羌姆石窟景区等 6处自然类 A

级景区的室内部分暂不开放，各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量控制在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以内。

日喀则市部分景区对全国医护人员在

2020 年度实行 A 级旅游景区免票活动。参

与活动的景区有：扎什伦布寺景区（5A 级）、

珠穆朗玛国家公园（4A 级）、萨迦寺景区（4A

级）、桑珠孜区夏鲁寺景区（3A 级）、定结县牧

村土林景区（3A 级）、江孜县卡若拉冰川景区

（3A 级）、江孜县帕拉庄园景区（3A 级）、江孜

县抗英宗山景区（3A 级）。免票时间：自政府

允许开放之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同时，日喀则市还大力推出“西藏人游

西藏——快行漫游活动”。此次活动主推西

藏首家“旅游+农业”田园综合体。为推进

“西藏人游西藏”，日喀则市旅游发展局拟于

2020 年 6 月下旬到拉萨、山南等城市，进行宣

传推广活动，推动园区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协

议，组织游客赴园区观光旅游，提高“田园综

合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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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拉萨市民大部分选择在家过节，陪陪老人，

与孩子嬉戏……也有不少市民去往自己心

仪的旅游景点，踏青、放松心情。

居住在拉萨市城关区团结新村的拉琼一

家，在 5月 1日当天带着孩子来到哈达购物广

场一楼左侧的游乐园玩耍。但500多平方米的

游乐园内，却只看到6名小朋友在欢快地玩耍。

6 岁的索朗嘎珍迫不及待地请求母亲拉

琼给自己拿拖鞋。拉琼一边在收银台缴费，

一边安抚着心急的孩子说：“宝贝，来得及，

来得及，咱们是第 7名。”

原来，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卫生，游

乐园老板格桑在复工复产后决定每天只接

待 10 名小朋友，价格不变，还和以前一样，每

人每天只收 60元，不限时玩耍。

除此之外，游乐园每天最少消毒 3 次，确

保孩子们玩耍过程中的卫生安全。

游乐园旁的酸辣粉店成了家长们充饥的好

去处。店内虽然有4张桌子，但只接待2桌客人。

“中午是我们店比较火爆的时候，一旦

坐满 2 桌，我们就会请食客们打包带走。不

过许多食客都很贴心，吃完后会立刻让出餐

位。”店员张梦瑶介绍说。

下 午 5 点 20 分 ，拉 琼 接 到 了 妹 妹 的 电

话：“阿佳，我们到哈达购物广场了，准备买

咖啡，姐是到咖啡屋来喝，还是我们买了送

进来？对了，咖啡屋旁有家藏式火锅店，今

天过节，咱们一家吃火锅怎么样？”

拉琼乐呵呵地回答完后对记者说：“今年

与往年不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我

们一家不远行，是希望不给国家和政府添乱，

只要大家健康平安，其实天天都是节日。”

哈达购物广场负责人介绍说：“目前虽

然已经复工复产，但我们仍然坚持每天最少

3 次 消 毒 ，购 物 篮 与 购 物 车 用 过 后 立 刻 消

毒。取消了每个月 28 日 6.9 折的会员日活

动，取消了每个周末刷建设银行信用卡 7 折

购物活动，用这样的方式减少客流，保障市

民身体健康。”

拉琼一家的假日时光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央金

本报拉萨 5 月 1 日讯（记者 卢文

静 央金）近日，记者从西藏 S5 线（拉萨

至泽当快速路）项目建设指挥部了解

到，西藏 S5 线已于 3 月 10 日全面复工，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在工程项目建设

资金到位且围岩情况不发生较大改变

的情况下，预计 2022 年年底完成主线

贯通。

正 在 施 工 的 圭 嘎 拉 隧 道 开 挖 项

目，是目前高海拔地区在建的世界最

长公路隧道，也是 S5 线项目的控制性

工程，隧道设计时速为 80 千米每小时，

为分离式双向 4 车道。隧道工程目前

完成设计工程量的 33%，路桥工程和隧

道工程合计完成总设计量的 50%。

西 藏 S5 线 项 目 起 于 达 孜 区 德 庆

镇，起点与拉林高速相接（主线连接线

与国道 318 相接），利用拉萨至山南古

道为走廊，沿多雄朗沟经念喀村、新仓

村，设隧道穿越圭嘎拉山，出隧道后沿

莫朗沟南行，经加木雄、聂果村，止于

桑耶镇西侧，项目终点与在建的贡嘎

机场至泽当专用公路相接，路线全线

长 47.46千米。

据悉，该项目建成通车后，拉萨至

山南的车程将由现在的单程 3 个小时

缩短至 1 个小时，形成拉萨山南 1 小时

经济圈，带动沿线产业聚集。

连接拉萨山南1小时经济圈

西藏 S5 线加快建设

4 月 30 日，“西藏人游西藏、拉萨人游拉萨”“圣洁拉萨·健康之旅”美丽乡村游启动仪式在拉

萨达东村举行，这是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西藏旅游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后，拉

萨市乡村旅游产业首次全方位亮相。

图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达东村全景（无人机拍摄）。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秀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