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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经济特区的沧桑巨

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在新起点上，

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

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深圳等经济特区在 40年改革开

放实践中创造了伟大奇迹，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摆在广

大干部群众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

作更伟大。必须准确把握大势，胸怀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

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勇立潮头，奋勇搏击。经济特区要致力于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特别是深圳要肩负起新时代党中央赋予的

历史使命，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将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永葆“闯”的精神，就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

毅。40年来，深圳正是凭着那么一股子气与劲，以思想破冰引

领改革突围，不仅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更推动改革开放的大

潮席卷神州大地。今天，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

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

巨程度不亚于 40年前。深圳等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继续为全

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永葆“创”的劲头，就要把开拓创新大胆创造作为一种常

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创新。”40

年来，深圳等经济特区一系列思想上、实践上的探索与创新，

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引领全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新

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

别样的风景。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

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探索实践，有许多新的领域需要开拓创

新。当前，改革在很多领域突入了“无人区”，要尊重人民群众

首创精神，不断汲取创新创造活力，在实践中求真知，在探索

中找规律，不断形成新经验、深化新认识、贡献新方案。

永葆“干”的作风，就要崇尚实干，有钉钉子精神。经济特

区要坚定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决心，保持爬坡过坎的

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积极培育崇尚

实干的环境，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为实干者撑腰，为

干事者鼓劲，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

的正确导向，为改革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激发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热情和劲头。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更新知

识观念、掌握过硬本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

情，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稳扎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

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

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深圳等经济特区正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

取，经济特区就一定能在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奋发有为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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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 巴 ，又 称 珞 瑜 人 ，主 要 分 布

在西藏米林、墨脱、察隅、隆子、朗

县一带。西藏民主改革前，三大领

主把“野蛮人”的称号强加在珞巴

的 头 上 ，他 们 骂 珞 巴 是“ 鬼 ”，是

“野人”，对珞巴进行了十分残酷的

剥 削 和 压 迫 。 三 大 领 主 只 准 珞 巴

住在深山密林里，不准珞巴住在山

下。在山上住也得向领主交租，一

个 山 头 最 多 只 准 住 三 年 。 珞 巴 住

在山上，不准私自打猎，不准种地，

只 准 编 些 竹 筐 换 粮 食 。 就 这 还 得

首 先 给 领 主 送 礼 ，得 到 领 主 的 准

许。此外，三大领主还规定，珞巴

不准在白天走大路，在小路上遇见

藏族人要首先让路，不准在藏族人

的家中过夜，向领主交租交税时不

准进门，不准对老爷大声说话，更

不准用珞巴语讲话，不准和藏族通

婚 …… 珞 巴 常 常 从 这 个 山 头 流 浪

到那个山头，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

水 深 火 热 中 。 珞 巴 流 着 眼 泪 出 生

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又流着眼泪老

死 在 深 山 里 。 住 的 是 树 枝 竹 笆 搭

成的小篷子，无铺无盖靠烤火度过

寒冬。穿的是野兽皮，无裤无鞋赤

脚 袒 臂 生 活 在 深 山 密 林 里 。 吃 的

是从领主仓库里换来的霉烂糌粑，

多 数 时 候 还 要 靠 野 果 子 和 青 杠 树

籽充饥。缺吃少穿加上疾病流行，

珞 巴 常 常 含 着 眼 泪 在 山 上 埋 葬 亲

人，又含着眼泪流浪到他乡。在民

主改革前夕，住在米林县章达乡依

布 山 上 的 6 户 珞 巴 ，家 家 缺 粮 ，户

户 少 穿 ，挣 扎 在 死

亡线上。他们常常

望 着 青 天 叹 息 说 ，

珞巴头上的乌云什

么时候才散啊？谁

来解救苦难深重的珞巴啊？

毛主席的太阳照耀全西藏了，

珞巴的天亮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号

角吹响了。1959 年 8 月，中共米林

县委的工作组来到了依布山下的京

巴村，工作组的组员、章达乡乡长达

瓦郭杰（藏族），带着党的嘱咐，上依

布山找珞巴来了。穿过密林、爬过

陡坡，在绿荫深处，达瓦郭杰找到了

珞巴们。过去，珞巴们只见过领主

和代理人上山来收租要税抢东西。

今天，他们看见达瓦郭杰不拿皮鞭

不 带 枪 自 己 背 着 糌 粑 口 袋 走 上 山

来，口中虽然没有说什么，心中却很

不安，有的人跑进密林躲藏起来。

达瓦郭杰同几个珞巴闲谈起来，他

先问了珞巴们的生活情况，接着便

向珞巴们讲述了山下的民主改革情

况，讲解了党的政策，还讲了好多好

多 穷 人 翻 身 的 事 例 。 达 瓦 郭 杰 走

了，珞巴们便聚集在一起议论起来，

老人们说，既然共产党和毛主席领

导穷人推翻三大领主，又分给穷人

土 地 牛 羊 ，共 产 党 和 毛 主 席 是 好

人。两天之后，达瓦郭杰又上山来

了，这次，珞巴们已不再那么心中不

安了，他们同达瓦郭杰谈起了自己

悲惨的往事。8 月底，达瓦郭杰第三

次爬上依布山。当他的身影刚在山

头出现时，珞巴们便热情地迎上去，

高呼着共产党和毛主席派人来了，

他们把达瓦郭杰请到家里，烧开水、

煮洋芋，热情招待。达瓦郭杰给大

家带来了分房分地分牛羊的消息，

通知大家分东西的日期，劝大家在

分了东西之后搬到山下去种地，在

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

生活。

1959 年 9月的一天，依布山上的

6 户珞巴群众第一次在白天走下高

山，到章达乡分房分地分牛羊。他们

除分得了土地和房子外，还分得了牛

羊和生活用具。大家虽然分得了土

地、房屋，但他们既缺农具又无农业生

产技术，所以都扔下土地不要，只带着

牛羊和一些生活用品，依旧回到依布

山上。在山上过了40多年的巴桑，分

得土地房屋后，兴奋得好几夜都没睡

着觉。他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他想

起从前的悲惨生活，看看现在，自己有

了 20 多亩地，一所大房子和一些牛

羊。他又想起达瓦郭杰对他说的话：

党和毛主席希望珞巴人过好日子，希

望珞巴群众下山来种地；党和毛主席

要帮助珞巴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

的生活。想来想去，巴桑决定听党和

毛主席的话，下山种地。9月底，巴桑

从依布山上搬到京巴村分得的房子

住下。下山多么好啊！住在自己的

房子里，不怕风吹雨打；自己的土地

散发着阵阵清新的气味。工作组得

知巴桑下山了，便派人来帮助他安

家。又知道他缺耕牛、没农具、不懂

农业技术，便组织藏族农民帮助巴桑

翻地播种，教给巴桑农业技术，又给

巴桑解决了缺种子和口粮的困难，使

巴桑在当年种下了 3 亩冬播作物。

1960 年，饱尝人世辛酸的巴桑，生平

第一次不靠天、不求领主，在自己的

土地上收获了属于自己的 264 斤粮

食。在巴桑下山以后，工作组派人上

依布山把 51岁的扎西请到章达乡开

会，研究发展生产的大事。扎西在章

达乡同藏族、汉族干部们一起吃饭，

一起喝茶，一个屋里睡觉，这使扎西

深深地感动，他感到这世道真的变

了。在会上，工作组又帮助扎西挖珞

巴的苦根，给扎西述说今后美好的日

子。会后，又让扎西到附近的扎西绕

登乡和加马学登乡去观看藏族农民

翻身后的生活和学习藏族农民们的

农业生产技术。

巴桑下山种地收获粮食的消息

传到依布山上，扎西把自己在山下

的所见所闻也告诉乡亲们。珞巴们

决定听党的话，走巴桑下山种地的

道 路 。 1960 年 他 们 全 部 搬 到 山 下

来。从此，依布山上的珞巴，走出深

山丛林。珞巴下山了，党和政府又

及时帮助珞巴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上

的困难。组织藏族农民教珞巴农业

生产技术，人民政府给每户珞巴一

把铁锹、一把镰刀。米林县委副书

记孙国祯还到京巴村看望珞巴们，

为他们解决耕畜、种子等问题。米

林县卫生院派出医疗队到京巴村为

珞巴群众治病，工作组和乡上的干

部也经常到京巴村向大家宣讲党的

政策，领导大家搞生产，并在 1961年

组织起第一个珞巴互助组。

短短 4 年间，京巴村珞巴群众

的 生 产 和 生 活 面 貌 都 发 生 了 巨 大

变化。全村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平

均每人有地 5 亩，每户都有了木犁、

铁锹、镰刀等生产工具，全村有了 7

头耕牛，奶牛 13 头、黄牛 5 头、羊 72

只、猪 18 头、马 2 匹、骡子 2 匹、鸡 35

只。珞巴群众基本上学会了扶犁、

撒种、灌水、施肥、拔草等一整套农

业生产技术。每户都住上了房子，

每户都有一套铝锅、铜勺、斧头、碗

柜 等 生 活 用 具 。 女 人 们 大 都 带 上

了蓝色的珠子，男人们也都挎着新

打制的腰刀和戴上了银手镯，不少

人还用氆氇做了衣服，家家户户都

喝 上 了 酥 油 茶 。 京 巴 村 每 天 鸡 鸣

牛叫人欢笑，劳动歌声随风飘扬，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

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党 接 珞 巴 乡 亲 下 山 来

彭燕，女，1979年2月生，汉族，中

共党员。父亲是西藏边防的老军医。

3 岁时随母亲进藏，听着“老西藏精

神”的故事长大。作为边防军人的后

代，彭燕深知雪域高原官兵的艰辛，深

知作为一名“白衣天使”的责任。

1999 年 7 月，20 岁的彭燕从原

成都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

毅然决定奔赴雪域高原，主动申请

到海拔高、条件艰苦的那曲军分区

门诊所，当了一名护士，成为军分

区组建以来的第 57 名女军人。由

于自然环境恶劣，高寒缺氧，在那

曲 工 作 过 的 57 名 女 军 人 中 只 有 7

人坚持 10 年以上，而这 7 人中，除

彭燕外其余 6 人都被各种疾病夺去

了年轻的生命。

彭燕毕竟是一个体重不足 40公

斤的柔弱女子，漫漫巡诊路上，总要

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第一次去

连队巡诊途中，行至一个大风口，十

级左右的狂风把她掀翻在沟里，摔

得她鼻青脸肿。她艰难地站起来擦

干脸上的泥水，一瘸一拐向连队走

去，坚持完成了巡诊任务。有一次，

彭 燕 巡 诊 路 过 一 段 冰 滩 时 暴 风 骤

起，吹得她失去平衡，一下子摔倒在

地，顺着斜坡往下滑。情急之中，她

死死抓住一个凸出的冰块，转眼间

10 个手指头已和冰块牢牢粘在一

起。护送她的两名战士只能用石头

砸碎冰块，彭燕的手指头被锋利的

冰碴扎破，鲜血不停地从指缝中流

出来。战友劝她早点返回军分区，

但她强忍着疼痛，硬是坚持巡诊完

了最后一个哨所。

在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工作，面

临的不只是艰苦，有时甚至以生命

为 代 价 。 彭 燕 患 急 性 高 原 肺 水 肿

住院治疗，几个同乡战友见她病得

不 轻 ，纷 纷 劝 她 赶 快 想 办 法 调 回

去，西藏军区领导了解到彭燕的情

况后，也几次提出把她调整到海拔

相对较低的医院工作，但彭燕却毅

然放弃了调动机会，婉言谢绝了领

导 和 组 织 的 关 怀 。 类 似 这 样 调 离

那 曲 的 机 会 她 先 后 放 弃 了 14 次 。

她觉得在那曲工作充满挑战，自己

完 全 能 够 胜 任 。 正 是 凭 着 坚 定 的

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拼搏精神，风雪

12 载，彭燕战胜一次次艰难险阻，

翻雪山、趟冰河、过沼泽，累计巡诊

行程 5 万多公里，足迹遍及那曲军

分区所属连队，配合医生为官兵们

诊治各类疾病数千人次。17 次踏

进“ 鬼 门 关 ”，12 年 与 家 人 团 聚 不

足 300 天。巡诊路上，她为无数官

兵 和 群 众 送 去 了 健 康 ，聆 听 了 43

名 婴 儿 的 第 一 声 啼 哭 ，挽 救 了 42

名 危 重 患 者 的 生 命 。 高 原 的 官 兵

叫 她“ 大 姐 ”，牧 区 群 众 称 她“ 菩

萨 ”，24 位 藏 族 孤 寡 老 人 叫 她“ 女

儿”，35 名藏族孤儿喊她“妈妈”。

彭 燕 十 分 注 重 学 习 和 掌 握 各

种 高 原 护 理 的 特 殊 技 能 。 为 了 提

高护理水平，她自费到第三军医大

学进修，经常去那曲地区人民医院

“取经”。彭燕学会了调整高原用

药剂量，学会了把输液管预热以对

付高原温差产生的气泡，学会了在

很 难 摸 到 血 管 的 冬 天 采 取 逆 向 进

针的方法输液。在那曲工作的 12

年中，彭燕创造出“寒冷条件下热

敷输液部位减轻疼痛”等 15 项高原

实用护理技术，总结出“高原皮试

时间应延长 5 分钟”“高原抗生素静

滴 每 分 钟 滴 数 应 控 制 在 常 规 数 量

的 80% 以 内 ”等 17 条 特 殊 护 理 经

验，还结合高原临床实践撰写发表

《高原护理基本要领》等多篇文章。

彭燕是第一位长期坚守在西藏

那曲军分区女军人，她深知生命的宝

贵，却以青春的透支，践行着军人的

使命担当。她是高原军人的“知心大

姐”，藏族孤儿的“爱心妈妈”，她用柔

弱的身躯，挺立起“金珠玛米”的光辉

形象。2010 年，全国妇联授予她“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2011

年，被西藏自治区评为“60 位感动西

藏人物”之一。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

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彭燕：

高原军人的“知心大姐”

10 月 18 日，以“科技赋能 爱粮节粮”为主题的中储粮集团公司第三届公众开放日活动

在北京拉开帷幕。记者走进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的中央储备粮北京顺义直属库有

限公司进行实地探访。

图为中央储备粮北京顺义直属库工作人员在展厅向参观者讲解粮食仓储知识。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郑国光对近年来西藏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取得

的成绩表示赞赏，希望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力防范化解、有效应对处置

重大自然灾害。郑国光表示，国家减灾委将深入

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配合西藏自治区加

强灾害风险管理、强化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升西

藏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御能力，增强各族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团结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上接第一版）

格桑美宗说，党的教育政策越

来越好，西藏农牧民子女在全国率

先 享 受 到 15 年 免 费 教 育 。 如 今 ，

她的妹妹在内地西藏班读书，弟弟

在拉萨中学读书。

从曾经“有学上”的教育目标，到

现在“上好学”的教育需求，格桑美宗

一家三代人见证着在党和政府好政

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藏族孩子走

出了大山，用知识改变着个人甚至家

庭的命运。

如今，全区已经形成了涵盖学

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

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为一体

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走出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教育发

展路子。西藏教育实现了义务教

育由面上普及向让每个孩子受到

良好教育转变、学校建设由外延扩

展向内涵提升转变、各级各类教育

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发展转变，

迈入了教育强区发展的新阶段。

兴教之源，打造中华
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

立教之本，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

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

“ 今 天 的 学 生 就 是 未 来 实 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

军 ，广 大 教 师 就 是 打 造 这 支 中 华

民 族‘ 梦 之 队 ’的 筑 梦 人 。”对 教

师，习近平总书记满含敬重之情，

更怀有殷殷期望和希冀。

“十三五”以来，自治区党委、

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以改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努

力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事，

一 支 政 治 素 质 过 硬 、数 量 基 本 满

足、结构水平基本适应我区教育发

展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日渐形成。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底，全区

在职教职工 56513 人，比 1965 年增

加了 5 万余人；专任教师 51903 人，

中青年教师成为主体，高学历教师

比例增加，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中职、高校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

99.62% 、99.94% 、99.91% 、98.68% 、

96.41%、99.69%以上。

成绩的取得，源于不断努力，

也得益于日积月累的布局和谋划。

为 促 进 我 区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

“ 十 三 五 ”以 来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密集出台教师

队伍建设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

政 策 文 件 的 陆 续 出 台 ，有 力 保 障

了全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各 项 任 务 稳 步 推 进 。 如 今 ，我 区

已 经 建 立 了 自 治 区 、市 地 、县 区 、

学校四级教师管理体制和较为完

备 的 政 策 体 系 ，涵 盖 了 教 师 培

养 、入 职 、分 配 、学 习 、调 动 、晋

升 、退 休 、待 遇 、师 德 师 风 、评 价

考 核 等 方 方 面 面 ，为 建 强 教 师 队

伍夯实了基础。

“ 现 在 培 训 的 机 会 越 来 越 多

了，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的干劲

也越来越足。”拉萨市第四高级中

学 教 师 刘 娜 深 感 ，一 系 列 政 策 举

措，让老师们对这个职业充满了信

心，内心充满幸福感，也进一步激

发 了 自 身 的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 未

来，我们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

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

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

言犹在耳，未来，我区教育系

统将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党

的领导贯穿教育工作全过程，持续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进网络，着力抓

好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上接第一版）

巩固村居“两委”班子成员 100%是党员成

果，共培养党员致富带头人 3476 人，整顿软弱

涣散村级党组织 599 个，新建标准化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 2513 个，改扩建 354 个，农牧区基层党

组织正成为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能

致富保稳定、遇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反

分裂斗争桥头堡、民族团结工作队、群众致富

带头人。

“管肚子”更要“管脑子”

在隆子县，搬迁到县城的贫困群众群培不仅

实现了脱贫，还成为该县“菜篮子”工程园区的一

名合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活的巨大变化让

群培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表示会把学到的知识教

给更多人，带领更多群众奔向更好的生活。

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

富的主体。

区党委、政府在大力推进“水电路讯网、科

教文卫保”十项提升工程的同时，坚持智志双

扶，“管肚子”更“管脑子”，多措并举做好“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这篇“大文章”——

着眼长远发展，培育和发展壮大产业扶贫

主体，2016 年以来累计投入 398.9 亿元，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 2984 个，带动 23.8 万贫困人口脱

贫，受益群众超过 84万人；

将 11万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提高农牧区医疗政府补

助标准，将所有贫困人口均纳入医疗保障范围，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实现动态清零；

聚焦“怎么搬”、搬出来以后“怎么办”问

题，紧扣关键环节，科学选定 965 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以岗定搬、以业定迁，强化配套，确

保 26.6万人全部搬迁入住；

瞄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目标，建立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 0 至 15 岁适龄少年儿童信息库，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失辍学生 5213 人全部劝返，实

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推动高校面向农牧区贫

困学生专项招生并落实“三免一补”政策，累计

资助在校贫困大学生 4.68万人次；

扎实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评先奖优、劳动技能大赛、

“比学赶帮超”实践活动，挖掘和宣扬脱贫攻坚

中涌现出的典型，强化贫困群众由“要我脱贫”

向“我要脱贫”转变的自觉性主动性；

提高就业质量，采取“订单式、委培式”模

式和专场招聘、援藏供岗、项目带动等方式，培

训 贫 困 家 庭 劳 动 力 17.63 万 人 次 ，转 移 就 业

34.05万人次；

……

自治区扶贫办主任尹分水说：“全区各地

基层重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逐步改变

了百姓‘等靠要’的落后观念。同时，劳务技能

水平大幅提升，会干活、愿打工的群众越来越

多，增收也更加稳定。”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在西藏各族儿女奔向美好生活、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的路上，幸福之光洒满雪域高原。

站在新起点 奔向新生活

教 育 强 区 更 给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