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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传标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治国必治边 治边先稳藏

本报拉萨9月 13日讯（记者 潘璐）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今年以

来，我区采取多项举措积极做好“菜篮

子”商品保供稳价工作。1-7 月，我区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5%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2.6%，

涨幅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1.1个百分点。

据悉，今年以来，我区加大力度推

进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各级各部

门全力做好“米袋子”“菜篮子”保障工

作，加强货源组织调配，特别是猪肉、

粮油、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储备；

扎实解决重点生活必需品的补货补柜

问题，全面做好重要节日期间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确保市场价格

基本稳定；连续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截至 6

月底，累计向各类保障对象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 9667.1 万元，受益群众达 105

万人次。

我区多举措确保“菜篮子”商品保供稳价

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

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做好

新时代西藏工作的重要遵循。我们要牢牢把握民生

这个关键点，紧紧围绕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提升发

展质量，切实用改善民生的务实举措凝聚人心。

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

现，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抓手，是西

藏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党的

十八大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改善民生、凝

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

民生发展意识、突出民生发展重点、落实民生发展

举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家园秀美的壮

美画卷在世界屋脊徐徐铺展。 （下转第三版）

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七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评论员

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房里喝着甜茶，57 岁的边巴旺久

脸上写满了喜悦。今年 8 月，他和其他村民搬进了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错那县卡达乡多塘村的新居。

“得益于边境小康村项目，新建的多塘村水、电、路、

讯、网一应俱全。我们将结合乡村振兴，把多塘村打造

得更美丽，守护好边境的一草一木。”卡达乡党委书记白

玛次仁说。

这里是西藏，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虽然偏远高寒，但

战略地位重要。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持续制定支持

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动雪域高原发生了“短短

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

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全面阐释了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和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指导

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注入

强大力量源泉。

从“六个必须”到“十个必须”

千山耸立，万水奔腾，天边秘境，神奇高原。平均海

拔 4000 米的西藏，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民族文

化，成为镶嵌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璀璨明珠，吸引着世人

的目光。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与印度、尼泊

尔、不丹、缅甸以及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相邻，地广人

稀，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难度较大。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原党委书记车明怀说，特殊的自

然地理、历史因素，决定了西藏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

具有重要地位，决定了西藏是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全面

小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为推动西藏和全国共同走上繁荣发展之路，党中央

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历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每次都根据现实情况作出重大决策部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藏工作也进入

了新时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民说，当

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亚地缘政治正发

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时期，这让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是在新的形势下，从新的

维度谋划西藏工作。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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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318 国道巴塘段穿过金沙江大桥就进入了西藏地

界，竹巴龙村就在桥边，是名副其实的“进藏第一村”。

洛松次仁的小院在金沙江畔，江对面就是四川。记

者进来时，他正和老伴侍弄院里的果树。院子很宽敞，

苹果树、石榴树挂满了果实，刚采摘的花椒躺在簸箕里

晒太阳。

带我们来的人叫土邓，是芒康县竹巴龙乡竹巴龙村党

支部书记，而洛松次仁是竹巴龙村前任党支部书记。坐在

飘着果香、花香的小院里，两任村支书打开了话匣。

77 岁的洛松次仁老人对旧西藏有着深刻的记忆。那

时候村里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六七岁了还光着屁股跑，天

冷了就直接披一件羊皮袄御寒。有土地的要把一半以上

的收成交给农奴主，没有土地的只能挨饿受冻。“能吃饱穿

暖，就是那时最大的心愿。”洛松次仁说。

时间来到 2002 年，59 岁的洛松次仁被推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一年三季起风沙、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居住分散、基础

设施落后，年近花甲的洛松次仁扛起制约竹巴龙发展的“四

座大山”，决心带领村民混出个样子。平整土地，发展林果，

引水入村，整修道路，组织农牧民施工队……这一干，就是

12年。

“虽然大家已经能够吃饱穿暖，但距离小康生活还有

很大差距。我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很遗憾没能带领

大家一起致富。”盘点自己 12 年的支书生涯，洛松次仁老人

多少有些遗憾。

2014 年，43 岁的土邓当选竹巴龙村党支部书记，从洛

松次仁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土邓接任时，竹巴龙村人均纯

收 入 虽 然 已 达 到 6764 元 ，但 贫 困 发 生 率 却 依 然 维 持 在

41.17%的高位。劳动力多的家庭已经走上致富路，劳动力

少的家庭仍然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竹巴龙村的致富路，进

入了瓶颈区。

“转变转念，拓宽富路，发展集体经济。”面对瓶颈，面

对 50 多户贫困群众，土邓带领村“两委”一班人埋头苦干，

开始破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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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区各地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手扶拖拉机的马达声和村民的吆喝声交织成一曲优美的劳动之歌。

图为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三村群众正在田间忙秋收。 本报记者 旦增 摄

本报拉萨 9月 13日讯（记者 潘璐

李梅英 冯骥）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

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

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

度进军。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

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弘扬

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

新重任，把个人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大力

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

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

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

夫。”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西藏科技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俊杰回想起自己这

些 年 在 西 藏 天 文 领 域 攻 坚 克 难 的 经

历。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在西藏建立天

文 台 ，架 设 望 远 镜 ，创 造 了 多 个“ 第

一”。他说：“科技工作者应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力

量，肩负历史重任，让越来越多的创新

成果迸发涌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多 次 提 及“ 好 奇 心 ”。 对 此 ，王 俊 杰

说：“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需要发挥

科普事业的作用。今后西藏自然科学

博物馆将在展览展示、对外交流、宣传

教育等方面不断进行业务探索，努力

开 创 有 助 于 激 发 少 年 儿 童‘ 好 奇 心 ’

的科研科普科教模式，增强孩子们的

科学兴趣和创新能力，留住他们的好

奇心。”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我 国 经 济 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

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对此，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巴桑旺堆深有感触。他说：

“畜牧业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和特色优势产业。当前正处于从传统

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向标准化、集约

化、现代化转型增效的新阶段，保护高

原特色畜禽种质资源，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高产优质型、安全健

康型畜牧业，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上，以保护西藏特色畜

禽种质资源为核心，以畜牧业绿色发

展为主线，以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

力和产品品质为目标，大力实施种业

创新，健全良种繁育技术体系，增强良

种制种和供种能力，以破解畜牧业转

型增效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技术为重

点，强化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

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构建西藏

高 原 特 色 的 现 代 畜 牧 业 产 业 技 术 体

系，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

作为一名藏医药学的传承者和研

究者，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研究所

所长仁青加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后，非常

激 动 ，也 十 分 感 动 。 他 表 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科 学 家 座 谈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高屋建瓴、意蕴深远，为科研工作

指 明 了 发 展 方 向 、提 供 了 根 本 遵 循 。

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一定大力弘扬

科 学 家 精 神 ，遵 循 藏 医 药 发 展 规 律 ，

坚 持 不 盲 从 、不 迷 信 ，积 极 挖 掘 、整

理 、传 承 藏 医 药 学 精 华 ，在 守 正 创 新

中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为建设

一流藏医药大学，打造一流藏医药研

究基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贡献

力量。

作为在高新技术领域布局的国有

企业，近年来，西藏高驰科技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势头迅猛，承

担了我区重大信息化工程、重点信息

产业项目的建设、维护和投融资，支撑

全区重点工程信息网络安全。“总书记

提出科技创新‘四个面向’，十分精辟，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该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向巴次仁说，“我们将结合

西藏实际，将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

融入到结构调整、转型开放、降本增效

的全方向、全领域，让科技和创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赋予强大动

力，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坚持“四个面向”勇攀科学高峰

本报拉萨 9月 13日讯（记者 丹增

平措）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

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和第五届藏传佛

教讲经阐释交流会，于 9月 11日至 13日

分别在拉萨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

佛教协会副会长、佛协西藏分会会长班

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主持会议；区党

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区

党委统战部部长旦科；自治区副主席孟

晓林，区政协副主席珠康·土登克珠、索

朗仁增出席相关会议。

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

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通过了制定《西

藏藏传佛教寺庙章程》《西藏藏传佛教

寺规僧约》的决议。

会议指出，去年换届以来，佛协西

藏分会在班禅会长的带领下，在常务

理事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区宗教界人

士的全力支持下， （下转第三版）

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
会议和第五届藏传佛教讲经阐释交流会召开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