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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夜间经济试点成效显著
9月份销售总额逾912万元

本报拉萨 10月 18日讯（常川 陈跃军）日前，区

党委书记吴英杰与国家减灾委秘书长郑国光一行

座谈，就进一步加强我区自然灾害防治、提升防灾

减灾能力深入交流。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区

党委常委、秘书长刘江出席。

吴英杰首先代表自治区党委，向郑国光一行赴

藏检查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减灾委长期以来给予西

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吴英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

局，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制定

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规划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形

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吴英杰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减灾委始终站在

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人才、资金、项目等方面

给予我区特殊支持，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风险排

查等方面给予有力指导，有效提升了西藏防灾减灾

能力和水平。在国家减灾委的有力指导和应急管

理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

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精心组

织自然灾害防治科普宣传，深入实施自然灾害防治

重大工程，加强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全区自然

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稳步提升，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也

离不开国家减灾委和应急管理部在内的中央和国

家机关部委的大力支持。

吴英杰强调，西藏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

广、发生频率高，冰雪冰川冰湖等高原性灾害多发

频发，应急救援能力水平亟待提升。我们将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进一步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进一步提高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希望国家减灾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

工 作 特 别 是 防 灾 减 灾 工 作 ，在 监 测 预 警 、应 急 救

援、群众安全避险以及边境小康村建设等方面给

予指导和支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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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

作为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藏是公

认的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

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无私援助

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经过不懈努

力，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

脱贫攻坚转入巩固提升阶段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

今年起，我区脱贫攻坚由集中攻坚阶段全面转入

巩固提升阶段，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在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

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和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全区基本消除绝

对贫困的阶段性特征，始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坚持“五级书记”抓攻坚，认真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聚焦稳定脱贫、高质量脱贫，先后出台《关于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西藏自治区关

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办法》《西藏

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力度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和措施，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见长效，推动了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质量持

续提升、效果持续显现。

截至 2019 年底，我区 74 个贫困县（区）实现摘帽，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年人均

纯收入从 2015 年的 1499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328 元，

连续四年被中央确定为“综合评价好”，经第三方评

估，西藏脱贫攻坚群众满意度达 99%以上。

培养更多致富“领头雁”

位于羌塘草原西部的班戈县，平均海拔达 4700

多米。

艰苦的自然条件，丝毫没有阻碍这里脱贫攻坚的

步伐。2018 年，该县贫困发生率降至 0.83%，实现摘

帽。

“促民增收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巩固好

全县脱贫攻坚成果，关键要找准自身强项。”班戈县委

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扎西曲达说。

强化技能培训、深化牧业合作、推进旅游开发……

班戈县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开始积极探寻巩固脱贫成

果之路。

班戈县的新发展新变化，折射出我区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有力举措和坚定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对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出的明

确要求，为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夺取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指明了方向。

2011 年以来，我区深入开展驻村工作，连续选派 9

批 19.3 万余人次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选派 3 批 1.6

万余人次干部担任村居党支部第一书记，4 年多来共

落实强基惠民资金 33亿元。 （下转第三版）

站在新起点 奔向新生活
—我区全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记者 杨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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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唐弢）日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

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成果验收暨鉴定会上获悉，

西藏历时 8 年完成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掌握了

150 多种重要陆生野生脊椎动物的种类、数量、分布、生存

环境和保护管理状况，填补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陆生

野生动物调查研究的空白。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

略资源储备基地和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宝库，生态价值十分独

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刘务林表示，此次通过开展野

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资源调查、监测和评估，为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提供基础数据，进而为制定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发展方案、制定和调整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提供依据。

此次调查成果丰硕，发现并命名了大型哺乳动物白颊

猕猴和珍稀特有野生动物察隅湍蛙等新种，发现一批西藏

分布的新记录物种。此外，调查过程中还拍摄到大量动物

的珍贵影像资料：利用红外相机在西藏昌都市洛隆县首次

拍摄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金钱豹的清晰影像；在

昌都、林芝、那曲、阿里等多地拍摄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

物——雪豹。

据了解，此次调查前后共有 900 多名专业人员参与，设

置了 260 个调查样区，累计完成调查样线总长度 13390 千

米，总行程数十万公里，实际调查面积达 6346平方公里。

根据调查结果，西藏编制完成了《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西藏自治区调查报告》《西藏自治区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图》和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信息系统数

据库等，为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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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点多，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齐

拉路上的日喀则齐鲁小学，60 多名一

年级小学生已经整齐地坐在“智慧”教

室里。今天，老师要用“智慧”黑板给

孩子们讲解课文《小鸭子和小公鸡》，

看 着 黑 板 ，孩 子 们 的 眼 睛 里 闪 烁 着 新

奇与欣喜。

齐鲁小学校长拉琼表示，2019 年，

由山东省投资 3700 多万元援建的日喀

则齐鲁小学建成使用，可容纳学生 900

人。学校的配套设施、校园环境、师资

力量都特别好。

“十三五”以来，我区不断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深化教育强区建设、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事业发展接

连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连续 4 年提

高义务教育阶段“三包”标准，达到年生

均 3720 元；在全国率先实现 15 年公费教

育，覆盖学前至高中阶段；学校标准化

建 设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水 平 不 断 提

高，“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持续推

进……

目前，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995

所，在校学生 84.15 万人。2019 年，全区

小 学 净 入 学 率 99.71%，初 中 毛 入 学 率

102.8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6.62%，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 47.65%，学前三年教育

毛入园率 84.42%……

从曾经的“有学上”到如今的“上好

学”，5 年来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滋养着高

原儿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

才济济。

坚持立德树人，帮助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我们学校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

央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

等学校。建校之初，老师和学生同吃同

住同劳动……”9 月 19 日，西藏民族大学

渭城校区内，刚刚开馆的西藏社会发展

进步展览馆里，一群青年学子，围在年

过耄耋的顾祖成教授和吴逢箴教授身

边，仔细聆听着。

“参观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展览馆是

学校开学的第一堂课，拉近了我和西藏

的距离，让我第一次对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从展览馆出来，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2018级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李楠说。

开学第一课是西藏民族大学坚持

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大思

政”工作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

区教育系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四为”服务，着力解决“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

题，深入持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定不移地

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一个缩影。

“十三五”以来，我区大力实施“灵

魂塑造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不懈开展爱

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斗争教育，

突出加强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教

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感党恩教育，

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开展“四讲

四爱”“小我融入大我、青春奉献祖国、

青春告白祖国”等主题活动，进一步激

发了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热情，增强了广

大师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性

和自觉性。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越来
越多的高原儿女走出大山

2020 年，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内，

来自那曲市安多县的女孩格桑美宗仔

细阅读着书本上的每一个字，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教书是家人给她的叮嘱，也

是她最初的梦想。“回西藏，去偏远的地

方教书。”镜头前，这个笑起来眼睛里如

有星辰闪烁的女孩显得有些羞涩。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乡失学的孩

子比较多，在很长一段时间，老师的工

作 就 是 劝 学 。 如 今 ，随 着 我 区 教 育 投

资 力 度 的 不 断 加 大 ，学 校 的 办 学 条 件

越来越好，群众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格桑美

宗说，“去年，我们村小学建起新的教

学 楼 ，村 里 的 弟 弟 妹 妹 们 上 学 有 了 新

的教室、阳光房、浴室，老师们上课也

用起了 PPT，今年 3 月份，我还带着妹

妹在家里上网课。” （下转第三版）

教 育 强 区 更 给 力
—“十三五”以来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王莉

开栏的话：
辉煌“十三五”，高原展新颜。“十三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勠

力同心、艰苦奋斗，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

就。今日起，本报推出“辉煌十三五”专栏，展现 5 年来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

边等各项事业新成就，讲述各族干部群众的拼搏故事。敬请关注。

本报拉萨 10 月 18 日讯（记者 德吉曲珍）日

前，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获悉，自 9 月 8 日拉萨夜

间经济正式启动以来，以藏游坛城为试点的拉萨

夜间经济成效显著。据统计，9 月份商家销售额总

计 912.28万元，较 8月份增长 13%。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拉萨市委、市政府从 2019 年底就作出系

列安排，部署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同时，先后推

动了延长夜间公共交通营运时间、改造提升夜间

消费场所、丰富夜间文旅演艺、新建一批夜游休

闲 观 光 带 等 工 作 ，集 中 力 量 打 造 了 一 批 特 色 街

区 、城 市 综 合 体 和 文 化 娱 乐 等 能 够 代 表 城 市 形

象、适合民众夜间消费的品牌项目，全力助推夜

间消费“火”起来。

下一步，拉萨市将继续以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为主线，扎实推进夜间经济发

展，争取启动夜间经济示范点建设工作，通过完

善基础设施、增加优质商品供给、扩大文化休闲

服务等方 式 ，打 造 2 至 3 个 夜 间 经 济 示 范 点 ，不

断 满 足 居 民 个 性 化 、多 元 化 消 费 需 求 。 同 时 ，

通 过 开 展 商 贸 集 聚 区 评 选 ，评 选 认 定 市 级 商 贸

企 业 集 聚 区 ，引 导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商 业 项 目 建

设 ，鼓 励 龙 头 企 业 发 展 新 型 商 贸 业 态 和 新 兴 消

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