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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31日电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关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文 章 强 调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我 们 党 把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作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

成 就 。 自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党 中 央 提

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

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总体

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成效比当初预期的

还要好。作出这个重要判断，是有

充 分 依 据 的 。 国 际 社 会 普 遍 赞 赏

我国发展成就。

文章指出，目前，全面建成小康

社 会 也 有 一 些 短 板 ，必 须 加 快 补

上。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

坚 。 工 作 中 要 把 握 好 以 下 几 个 关

系。一是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

标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

家整体目标，我国发展不平衡，城

乡、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

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

二是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

关系。三是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

判断的关系。衡量全面小康社会建

成与否，既要看量化指标，也要充分

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态和现

实获得感。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5月 31日电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

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

贺！

习近平指出，在这次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广大少年儿童也经历了一段特

殊时期，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迎难而

上的伟大壮举，而且听从党和政府号召、以实际行动

支持抗疫斗争，展现了我国少年儿童的良好精神风

貌。

习近平强调，少年强则国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

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

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

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和政

府、全社会都要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壮

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要着眼培养

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顺应时代发展，

不断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工作，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习近平寄语广大少年儿童强调

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向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祝贺

脱贫攻坚路上，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聂日雄乡以

娘雄现代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为纽带，率先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群众实现从“看田吃

饭”到外出打工，从一业独大到多面开花，从背井离

乡到不离乡不离土不误农时就近就便就业。

破局：机械化生产 迈出农业现代
化的第一步

聂日雄乡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土壤肥沃，水

资源丰富，这里生产的青稞因籽粒饱满、量高质优

而闻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聂日雄乡的青稞良

种就远销区内外。

然而，2012 年以前这些丰厚的自然条件并未转

化成聂日雄乡群众脱贫致富的有利资本。长期以

来，固守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将聂日人紧紧地“捆”

在土地上。

“光是平整土地、给种子包衣、牛耕下种就得耗

上两三个月，更别谈什么外出务工了！”格地村农民

拉巴扎西像父辈一样坚守着土地，可是一年所有的

土地收入勉强够家里 9口人的开支。

“固守传统耕作方式，老年人干不动，年轻人又

想着往城市里闯。”面对日渐兴起的城市化进程，珠

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扎西开始急了。

尼玛扎西主动找到乡党委、政府负责人，谈起

了自己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想法。

“购买大型农业机械需要大量资金，个体农户

负担不起。这边的农作物一年一熟，农业机械就适

合在一些平坝区使用，个体农户买了机械容易造成

资源浪费。”考虑到这些问题，乡党委建议尼玛扎西

以组建合作社的形式，购买农业机械、逐步实现合

作化经营。

2012 年，聂日雄乡党委以倡议 8 个平坝村 416

户 2300 人每人入股 100 元的形式，共募集资金 23 万

元组建合作社。募集的资金一半用来购买农业机

械，一半用于合作社继续发展。

当年，合作社购买了种子包衣机、收割机等农业

机械设备共 6台。有了这些省时省力的机器，全村的

青稞良种都送到合作社集中包衣、集中销售，田里的

“二牛抬杠”从此变成突突的拖拉机，就连群众收割用

的镰刀都永远搁进了仓库。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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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马古道、善妙之地”芒康，矗立着一个民

族团结的大家庭——盐井中学。

这个大家庭由藏、汉、纳西、满、彝、侗、苗、土、

回、彝 10 个民族组成；它是我区唯一的乡村中学，上

倚雪山，下傍澜沧江畔，214 国道蜿蜒绕过学校大

门；这里，是青年学生学习成才的好地方，是各民族

兄弟姐妹和睦共处的典范。

盐井中学自 1975 年建校以来，就有“民族团结

一家亲”的优良传统。

2003 年，盐井中学的斯郎顿珠老师在周末骑摩

托车外出时发生交通意外。盐井中学校长嘎罗第

一时间派遣校车，将其送往云南省德钦县医院。经

过初步检查，肋骨骨折，脊椎受伤。由于德钦医院

条件有限，又连夜将他送往大理州医院，为他办理

入院手续，垫付医疗费。

斯郎顿珠康复后回到工作岗位上，学校教务处

给他安排最少的教学任务。由于家庭困难，学校师

生纷纷主动为斯郎顿珠捐款共计 8000 余元，同学科

的老师也主动帮他代课。

每当聊到民族团结，嘎罗总是说：“一个学校，

就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亲相爱，这

样才能变得更加快乐幸福！”

目前，盐井中学有教学班级 30 个，学生 1500 余

人；教职工 131 人，分别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区，有 7

对少数民族通婚家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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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广大干部与昌乐苑小朋友开展“一对一”圆梦活动。活动旨在对三

岩搬迁小区孩子们的成长进行精准帮扶和关心关爱，创造有利于孩子们成长成才的环境。图为柳梧新区管委会的干部和孩子

们做游戏。

本报记者 潘多 次旺 摄

本报狮泉河 5月 31日电（记者 温

凯 洛桑旦增）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减小

新冠肺炎疫情对阿里地区扶贫工作影

响，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阿里地

区坚持复工复产脱贫攻坚“不停步”，

科学推进春耕春播工作，做到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两手硬”。

阿 里 地 区 制 定 了 市 场 主 体 恢 复

正 常 经 营 和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开 复 工 方

案 ，分 期 分 批 组 织 保 障 民 生 运 行 、疫

情防控、能源和建材供应、交通物流、

医 用 物 资 、生 活 必 需 品 、公 共 服 务 窗

口单位、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等八大

类 重 点 民 生 领 域 企 事 业 单 位 开 展 复

工复产。

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各类市场主

体 恢 复 营 业 10422 家 、营 业 率 达

92.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 家，开复

工 2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8 家，开复工 8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餐饮住宿业 9

家，开复工 9家。

为推进产业扶贫项目复产复工，

阿里地区制定了扶贫项目复产复工方

案，建立产业扶贫项目周调度机制，指

导扶贫项目有序复产复工。建立产业

扶贫项目“三个一”工作机制，安排 92

名地县级干部负责指导监督管理 106

个扶贫产业项目，做到建成一个、规范

一个、运作一个、发挥效益一个。

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

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春播，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通农资供应、农

机作业等堵点，统筹抓好农牧民增收、

农田水利建设等工作，确保农牧业生

产平稳发展。充分发挥县乡农牧业技

术推广站、兽防站和乡镇农牧综合服

务中心和科技特派员作用，围绕良种

选购、病虫害综合防治、田间管理等方

面加强技术服务指导，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

本报巴宜5月31日电（记者 张猛）

近年来，人民银行林芝市中心支行始

终 秉 持“ 征 信 服 务 为 人 民 ”的 工 作 理

念，把布设信用报告查询机、满足城乡

特别是边境区域居住群众了解自身信

用状况的需求作为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重要抓手，成功打造了以林芝市市区

为支点，由人口聚集县域向边远县域

和特色小集镇延伸的市、县、镇三级信

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布设和查询网络。

截至 2020 年 5 月初，人行林芝中支

已完成 1 区、6 县和 3 个特色小集镇共

18 台 个 人 信 用 报 告 自 助 查 询 机 的 布

设，实现城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一公

里”内即获服务、县域自助查询机全覆

盖、特色小集镇自助查询机有布设的

三个工作目标，使林芝市人均拥有自

助查询机量名列全国市地前列，边远

县域群众个人信用报告路途远、路途

费用高、查询难等问题得到了根本性

解决。

通过近几年大力布设信用报告自

助查询机，林芝市城乡群众查询信用报

告关注自身信用状况的方式和途径变

得方便快捷，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量也呈

现出逐年大幅上涨态势：2017 年，全市

城乡居民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量为 3122

笔；2018 年查询量增加到 8124 笔，同比

增 长 160.22% ；2019 年 查 询 量 增 加 到

11258 笔，同比增长 38.58%；从 2020 年

第一季度数据看，林芝市个人信用报告

自助查询量还将继续保持大幅度增长。

林芝实现县域征信自助查询全覆盖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阿里各类市场主体恢复营业率超九成

欢乐“六一”

本报泽当5月31日电（张银波 记

者 马静）今年，山南在抓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借鉴北京、四川、

云南等省市“云旅游”做法，通过“云旅

游+”将线下旅游搬到线上，让公众足

不出户就能全方位“云游山南”。

为扩大潜在客源市场，山南市开

启“云旅游+线上互动”模式，整合全市

旅游及文化资源，推出“宅游山南”“约

定山南”等线上互动活动，通过手画山

南特色、邮寄明信片、发起“云播种”育

苗青稞挑战等方式与网友进行互动。

山南市充分发挥网红旅游达人作

用，利用社交媒体、旅游攻略社区、短

视频等新媒体传播平台生产游记攻

略、美文、短视频等旅游内容，并在现

场直播中推销当地特色农产品和优惠

旅游套餐，以直播带货助力滞销产品

销售。同时，山南市以开发线上游览

体验为出发点，精选覆盖穿越喜马拉

雅之旅、一川三湖之旅、边境生态休闲

之旅等 8 条精品旅游线路上的雪山美

景进行直播，为疫情中的“游客”提供

丰富多彩的“云赏山南”体验。

山南市依托雅砻文化、民间手工

艺等文化资源，开启“云旅游+产品供

给”模式，将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

与农牧民脱贫相结合，借助“云旅游”

为民族服饰、木碗、藏香等文化产品

销售搭建平台。

线上+线下

足不出户“云”游山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