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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打造勤俭节约新“食”尚

本报拉萨 9月 1日讯（记者 潘璐 张尚华 王莉 谢筱

纯 王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护好青藏高原

生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等紧缺人才”“实现交通设施、

就医就学、养老社保全覆盖”……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直是我

区各族干部群众热议的话题，大家话恩情、谈发展，蓄力

量、攒干劲，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准确把握“十个必须”，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指

针和标尺，用实际行动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落地落实落

细，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此次座谈会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深刻分析了西藏

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全面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和方针举措，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西藏民族大学师生一致表示，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目标任

务、方针政策、战略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

论性，为学校开展教学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生院执行院

长杨维周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

数次给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回信，表达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

深深牵挂和如山厚爱。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学

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教育工作，为西藏培养更多更好的高

水平研究性人才和应用性人才，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作为

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墨脱曾有“高原孤

岛”之称，2013 年，墨脱公路的建成通车，实现了墨脱人

民世代的夙愿，结束了墨脱“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

史；2018 年，墨脱又实现了脱贫摘帽，全县各族人民欢欣

鼓舞。“以前我们住的是木板房，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

人和牲畜未分离，增加了患传染病的风险。现在随着安

居工程和小康村建设的完成，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漂亮的

二层小楼；以前我们出行基本靠步行，道路也是陡峭的

马行道。现在宽敞平坦的硬化路都通到了家门口，很多

人家都买了皮卡车，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门巴族

干部、墨脱县背崩乡德尔贡村乡村振兴专干扎西玉珍深

有感触地说，“这一切都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我们的关心关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

藏。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争做神圣国土守护着、幸福家园建设者。”

“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

不能少。”林芝市察隅县僜人新村党支部书记金夏说，“党中

央格外关心我们僜人，这些年，村村通公路，家家通电网，户

户修新房，生活越来越棒，教育越来越好，僜人走出了大山，

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总书记的恩情，僜人永世铭记。我们

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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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群山起伏连绵，一座座高矗的山峰犹如无

字丰碑，见证着在雪域高原上奉献、奋斗的援藏干部人

才的光辉业绩。

26 年前，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正式开启，一批批援藏干

部继承“老西藏精神”，前赴后继奔赴雪域高原，用一腔热

血甚至宝贵的生命，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把忠

诚担当写在了高原大地。

党中央为对口援藏把舵定向

全国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1984 年，中央第二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北京、上海等 9 省市和原水电部等

有关部门帮助西藏建设 43个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

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分片

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

轮换”的干部援助方式，自此开启了中央与全国兄弟省市

长期对口支援西藏发展的历程。 （下转第四版）

把 忠 诚 担 当 写 在 高 原 大 地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成功实践综述之八
本报记者 刘倩茹

坚决扛起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作贡献的政治责任
圆满交出美丽西藏建设绿色答卷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

“地球第三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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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将西藏作为国家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把西藏生态文明

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全局的突出位置，先

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重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按照中央第六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决

策部署，坚决扛起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

展作最大贡献的政治责任，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把生态保护作为全区三件大事之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政治定

力，增强使命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前

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工作强

度、惠民广度，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有力确保了西藏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保持良好。

截至目前，七市地空气环境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达 95%以上；主要江河湖

泊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标准，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无黑臭水体；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

氮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国家核定范围内；单位 GDP 二氧化碳

排放量较 2015 年累计降低 12.24%；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 44.8%，森林

覆盖率达到 12.14%，草原综合植被覆

盖度达到 45.9%，湿地面积达到 652.9

万公顷。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

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9月 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9 月 1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

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

统性深层次变革。要继续用足用好改

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

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深层次改

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

格局，我们是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坚实改

革基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

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扩

大对外开放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

践成果。要运用好这些改革成果，在抓

落地见实效上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拓

展深度，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

展格局聚焦发力。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构建新

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善

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

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既要在战略上

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要加快

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

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

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聚焦重

点问题，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

同 高 效 ，打 通 淤 点 堵 点 ，激 发 整 体 效

应。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

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

地。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

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

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

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对外贸

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关

于 规 范 民 办 义 务 教 育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

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

会议还听取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农村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决

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推进对外

贸易创新发展，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紧

紧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

新、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提升贸易质

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培育外贸新动

能，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优化外贸发

展环境。

会议强调，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坚 持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发 展 道

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实现内涵式发展，

主动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根中

国大地办大学，突出优势特色、汇聚办

学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有效激发中西

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

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

的高等教育体系。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图为援藏医生姜勇（右一）与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正

在进行业务交流。 本报记者 潘多 丹增群培 摄

小 小 一 粒 籽 成 了“ 金 疙 瘩 ”
—八宿县拉鲁卡荞麦加工厂助民增收见闻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胡荣国 扎巴旺青 陈志强 刘金鹏 朱杉

2015 年，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拥有了走向世界的“国际

护照”；2016 年，荣获昌都市康巴特色产

品商贸展销会“最佳产品创新奖”；2019

年，获得昌都市第五届三江茶马文化艺

术节“蓝天圣洁”品牌产品展销会“最受

欢迎产品奖”……

一项项荣誉，见证了八宿县拉鲁卡

荞麦加工厂的发展足迹。

作为市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八宿县拉鲁卡荞麦加工厂充分利用荞

麦种植优势，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

带动 2000多户群众增收，成为了当地产

业扶贫的一面旗帜。

形成“公司+基地+农户”模式

地处怒江上游的八宿县，种植素有

“五谷之王”称号的荞麦已有 500多年的

历史。白马镇珠巴村党支部书记嘎次

培一家世代种植荞麦。每年三月，嘎次

培和家人都要种上 3 亩青稞，待七月成

熟收割后，又忙活着种荞麦。

“以前荞麦种得少，大多是留着自

己吃，有多余的就送给拉萨的亲戚，从

来没想过卖。2012 年，有人过来以每斤

5 元的价格收购，从那时起，我们村开始

加大了荞麦的种植面积，管护上也更加

用心。”嘎次培说。

嘎 次 培 告 诉 记 者 ，八 宿 县 拉 鲁 卡

荞麦加工厂就在村口，目前全村共种

植荞麦 400 多亩，一年增收 40 多万元。

2012 年，八宿县拉鲁卡荞麦加工厂

以“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带

动白马镇、吉达乡、拉根乡、林卡乡四个

乡镇 2000 多户村民种植荞麦。近五年

来，加工厂收购荞麦 312吨，农民直接经

济收益达 314万元。

八宿县拉鲁卡荞麦加工厂副总经

理洛松卓嘎告诉记者，2016 年至今年 6

月底，加工厂销售收入 1140 万元，累计

上缴税金 58.3万元。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9月 3日上午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