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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8月31日讯（记者 郑

璐 洛桑）8 月 31 日上午，2020 年中

华环保世纪行——西藏行活动启

动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多托出

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其美仁增主持。

2020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西

藏行活动的主题是“保护生态环境

建 设 绿 色 家 园 ”。 根 据 活 动 安

排，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于 9 月 1

日 至 9 日 赴 拉 萨 、那 曲 、日 喀 则 、

山 南 、林 芝 五 市 ，重 点 对 我 区 城

乡公共环境卫生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会 议 要 求 ，活 动 组 要 提 高 思

想 认 识 ，认 真 学 习 领 会 习 近 平 生

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系列重要讲

话 和 重 要 论 述 ，坚 定 不 移 把 西 藏

建设成生态文明高地。要加强环

境 卫 生 整 治 ，重 点 整 治 城 镇 污 水

乱排、垃圾乱丢、畜禽乱跑等突出

问 题 ，进 一 步 改 善 各 族 群 众 生 产

生活环境，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要强

化 法 治 保 障 ，使 法 律 制 度 成 为 人

与 自 然 共 同 的 守 护 神 ，用 优 美 的

生态环境造福中华民族子孙后代

永续发展。

2020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西藏行

活动在拉萨启动
多托其美仁增出席

我与西藏的缘分，来得很突然。

1959 年，我在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现为慈溪市）

担任副县长。有一天，突然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让

我做好准备去西藏。那片曾经遥远、陌生而又神秘的

雪 域 高 原 和“西 藏 ”这 个 名 词 第 一 次 被 植 入 我 的 生

活。我和我的家人与藏族干部群众的情谊，也从此书

写。

后来才知道，我们此行一共 12 名干部，将代表浙

江省前往西藏那曲地区（现为那曲市）开展工作。出

发前的动员大会上，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叮嘱我们，

“你们此去，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面对家里年幼

的孩子和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抚育幼子的妻子，我仍

然义无反顾地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对家人做了妥

善安排后，便加入了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庞大援藏队伍

奔赴西藏，开始了我的西藏人生之旅！

从慈溪出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才抵达

那曲。出发时的满腹斗志和对新的战斗岗位的无限

憧憬，被触目所及的荒凉和严重的高原反应当头一

击，我病倒了。同行的其他同志留在了那曲开展工

作，我只能到拉萨接受治疗。身体痊愈后，组织安排

我先后在拉萨农村工作部和商业局工作，1962 年到拉

萨市达孜县（现为达孜区）工作，担任县委副书记、副

县长。

在藏工作生活，我切身感受到了藏族干部群众的

朴实醇厚。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人来说，这样的

情感很温暖。当时的达孜县，基础设施相当落后，经

济基础十分薄弱，工作开展困难重重。面对全新的工

作环境和困难挑战，我常常向民族干部学习请教。在

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从如何烧牛粪、打酥油茶、吃糌

粑开始，并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尊重当地群众

的生活习俗、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

平叛工作结束后，我们将没收三大领主的财产分

给了贫苦老百姓。本属职责范围内的这项工作，却赢

得了群众的深深感激，他们就此认定这些毛主席派来

的干部，是给他们送来幸福的人。藏族群众的这份纯

朴的情感，深深感动着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献身高原、

建功西藏的信心和决心。

在那个物资匮乏、食物欠缺的年代，填饱肚子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但这样的幸福往往姗姗来迟。

即便如此，藏族群众依然在自己都饿着肚子的时候，

毫不吝啬地把家里仅有的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

们。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下乡工作时，一位藏

族群众把自家还剩的一点牛肠拿出来煮给我们吃，我

们都吃得很香。吃着吃着，我们发现肠内还残留着一

些草渣，大家开玩笑说，这才是纯天然的高原美食，其

他地方还吃不到呢！从那开始，我就一直把这样的淳

朴感情深藏心底，并始终怀着一颗感激的心扎根高

原，建设新西藏。

后来，我的爱人和三个儿女也先后进藏，最小的

儿子就出生在达孜县。孩子们都把自己的青春留在

了雪域高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与藏族群众结下深

厚的友谊。

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高中毕业的二女儿建

英就被她妈妈送到了达孜县白纳公社第八生产队当

知青，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女儿因

离开了自己的同学朋友百般不愿意，后来她妈妈给她

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后，她才极不情愿地答应去

了这个知青点。

女儿后来回忆说，这段生活，给她的人生留下了

最宝贵的财富。期间，她得到了很多藏族老乡的帮

助、鼓励和陪伴，成为她到今天都难以忘怀的温暖记

忆。

女儿成长在干部家庭，从小到大没吃过苦。到了

白纳公社后，乡亲们都认为这些孩子来村里啥也不会

干，也肯定干不好，觉得她们玩玩就走了。在后来的

一次割麦子比赛中，女儿用她满手的血泡和比其他人

更多的麦垛赢得了群众的另眼相看。再后来，女儿与

村里的群众一起犁地播种、背粪施肥、收青稞、磨糌

粑，用自己的顽强意志和吃苦肯干的品质，和村里的

群众打成了一片。村里的“阿佳啦”“格啦”们也把这

个从城里来的汉族女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担心

她一个人住不安全，村妇女主任安排自己的女儿和她

一起住；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容易饿肚子，村幼儿园

的老阿妈总会把给孩子们做的饼子分给她一块；女儿

的衣服磨破了，哪个老阿妈看到了都会给她补一补。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一次，女儿从村里回到拉萨家中，看到她身上的

衣服满是补丁，老伴和我既心疼又欣慰，对藏族老乡

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知青生活，既让孩子得到了锻

炼和成长，又让藏汉情谊进一步加深。女儿说，全身

上下的七十多个补丁，一针一线都缝进了藏族老阿妈

的淳朴情感，让她终身难忘。

在村里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女儿建英学会了一

口地道的藏语，完全融入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后

来，女儿回到拉萨工作，白纳群众还时不时前去看望

她，每次都会给她带去各种农产品，大家有着有聊不

完的事。

我们一家人与西藏的缘分，是一篇写不完的文

章。回到内地后，我在梦里也时常回到那片我战斗工

作生活过的土地。今天的西藏，发展突飞猛进，与几

十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我相信，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团结一心谋发展、一心一意促团结的初心没有变。

祝福西藏的明天发展得更加美好！

（本报记者 林敏 王莉 张思雨 整理)

缝进七十个补丁里的真情
上官清义

人物简介：

上官清义，男，汉族，山东临沂

人，1929 年 1 月出生。1946 年 8 月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 年 3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 年，从浙江

省宁波市慈溪县（现为慈溪市）赴

西藏。先后在拉萨农村工作部、拉

萨商业局、拉萨市达孜县、自治区

文教卫生局、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

党校、自治区民政厅、中共西藏自

治 区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等 单 位 工

作。1988 年 11 月，从中共西藏自治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岗位上

离休。目前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驻西安办事处郑州干休所安度

晚年。

图为上官清义和老伴儿在翻看在藏工作生活时的照片。 本报记者 林敏 王莉 张思雨 摄

开栏的话：
各族人民一家亲，同心奋进新时代。

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今年是自治区成立 55 周年，又

恰逢自治区设立“民族团结月”30 周年。从今日起，本报与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推出“‘老西藏’口述

民族团结”系列报道，通过采访十八军老战士、离退休老党员和老干部，讲述西藏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

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等各个时期，各族儿女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民族团结故事，激励我

区各族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好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建设团结富

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本报拉萨8月31日讯（记者 唐启胜）8

月 25 日至 30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顺孟

和任组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

来藏就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开展专

题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日喀则、拉萨、林芝等

地，深入机关、学校、村（居）、社区检查调

研，实地查看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情

况。27 日、30 日，调研组分别在自治区人

大机关、林芝市召开座谈会，听取了自治

区及林芝市工作情况汇报。

调研组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始终把民族团结

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把加强民族团结

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效显著。

调研组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不是与生俱

来的，必须积极建设、积极促进，也不是一劳

永逸的，必须不断巩固、不断发展。要以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胜利召开为有利

契机，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同生态文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

护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民

族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实施《西藏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推进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

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水平，扎实推进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各项任务。

自治区领导多托、维色、孟晓林参加

相关活动，巨建华全程陪同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来藏调研
那顺孟和率队

迈入新发展阶段，在波涛汹涌的世

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

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习

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上强调，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

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

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及时总结新的生

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

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

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

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

了许多重要论断。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关于社

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等 11

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深刻指出这些理论

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

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勇于推进实

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驾驭了我

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力指引

了中国经济航船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

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最新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

列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拥有

在复杂多变局面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高超智慧和能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

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上，世界经

济低迷，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

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我们将面

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在国内，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

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

象，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

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

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

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

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发展环境越是复杂，越是要提高领

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确保中国

经济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要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

高运用党的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

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

事，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而不懈努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

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

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

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更宽

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

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在实践上大胆

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我们就一定能赢得优势、赢

得主动、赢得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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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实施极高海拔地区贫困牧民生态搬迁—

住进新房子，过上新生活
人民日报记者 江山

与拉萨市仅一山之隔，就是山南

市贡嘎县岗堆镇。森布日村是西藏极

高海拔地区居民生态搬迁安置点，一

栋栋崭新的藏式民居整齐排列，家家

户户房顶五星红旗飘扬。在安置点 37

栋 002 号，客厅宽敞明亮，今年 44 岁的

牧民达瓦坐在沙发上，掩饰不住内心

的激动：“我家是去年底搬到这里的。

我现在和三个孩子住在一起。我们住

的这套安置房，有 150 平方米，自来水、

电都齐全，搬进来的时候就能用。”

过去是低矮的土坯房，现在是整

洁的砖瓦房，过去吃水、取暖等都不方

便，现在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达

瓦谈起生活的变化，颇多感慨。

达瓦原来住在那曲市安多县色务乡

2 村。色务乡平均海拔 5100 米左右，高

寒、缺氧。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牧

民生活非常贫困。同时，由于牧民居住

分散，就医、就学、出行等也都很困难。

“那时候，我住的房子是土坯房，很狭

小，一家人住得比较拥挤。同时，除了放

牧，也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说起过去，达

瓦皱起了眉头。他告诉记者，过去想吃新

鲜蔬菜很不容易，只能到县城里买。

“虽然有一些水井，但一到冬天，

几乎全都冻上了，我们只能从河里砸

冰块运到家里，储藏备用。”达瓦说他

有个皮卡车，冬天的时候就用皮卡车

运冰块到家里。

为了让这些极高海拔地区的贫困

牧民走上致富路，西藏自治区统一部

署 ，分 期 分 批 集 中 把 这 些 牧 民 迁 出 。

森布日村安置点建设完善了道路、供

排 水 、供 电 等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以 及 教

育 、医 疗 、文 化 等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到

2019 年 12 月底，从那曲市双湖县、安多

县、尼玛县搬迁安置 957 户 4058 人。达

瓦一家就是搬迁安置户之一。

“搬过来以后，这里有医院、农贸

市 场 。 到 拉 萨 也 非 常 近 ，非 常 方 便 。

有个头疼脑热，都可以去医院，也不用

跑很远的路。”最让达瓦满意的是，家

门口有了学校，孩子们上学方便了。

达瓦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他

高 兴 地 说 ：“ 搬 迁 搬 出 了 新 天 地 。 现

在，我们家一年收入在 15 万元左右。

政策这么好，我要靠自己的双手，让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甜。”

（转载于《人民日报》2020 年 8月

25日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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