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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能够

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

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

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发展

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

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强调的是，新

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

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我

国经济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在转变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取得重

大突破，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实践充分

表明，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下转第三版）

以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主 题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十三五”以来，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阿里

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截

至 2019年底，阿里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2.4亿元，是 2015

年的 1.68 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0 亿元，是 2015 年的

1.83 倍；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4.32 亿元，是 2015 年的 1.46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9989 元，是 2015 年

的 1.45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228 元，是

2015 年的 1.55 倍。三次产业比优化为 11∶32∶57，形成

了二、三产业同步发力、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在巍巍冈仁波齐的注视下，在幽幽玛旁雍错的怀

抱中，今天的阿里，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正

以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和昂扬焕发的奋进之心，全力

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最终胜利，谱写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阿里篇章。

发展硕果压枝头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统筹推进边防公路、农

村公路、景区景点公路建设，建设“四好农村公路”，全

力推进新疆民丰至改则公路建设，全地区公路通车里

程突破 2 万公里。普兰机场于今年开工建设。总投资

74.06 亿元的阿里电网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全线贯通，

热电联产项目顺利并网发电，加快阿青电站、新一轮

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建设，生活照明用电人口实现全覆

盖。加快推进重点河流综合治理工程，大力实施 7 个

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构建现代通信

体系，144 个行政村居通光纤宽带，143 个行政村居通

4G 网络。

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围绕建设冈

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开发建设札达土林、普兰神山

圣湖、日土班公湖等旅游景区景点，建成札达古象雄

文化旅游精品环线公路。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牧业，

加快噶尔蔬菜、普兰糌粑、札达苹果、改则野血牦牛和

措勤、日土、革吉绒山羊规模化发展。实施“大噶尔”

建设，狮泉河镇生态产业园区入驻企业 11 家，2019 年

实现产值 3327万元。

加快 6个县县城建设，完成 6个县县城地下综合管

廊、供暖供氧工程，5 个县县城实现集中供暖、7 个县县

城和 37 个乡镇实现供氧全覆盖，14 个高海拔乡镇实现

供暖，开工建设 6个县县城给排水工程。

全方位、多层次深化援藏工作，扩大教育、医疗组

团式援藏人才规模，推动援藏工作向纵深发展。“十三

五”期间，“两省三企”落实援藏资金 16.03亿元，建设项

目 131个，完工 73个。

民生改善百姓欢

在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的蔬菜大棚里，来自左

左乡的加布正在细心地给植株绕秧。从他熟练的手

法来看，很难想到就在 4 个月前，他还是一个只会放羊

的牧区汉子。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总投资 9000 余万元，建设

了 215 座温室大棚，包括各类蔬菜、水果和鲜花大棚，

每年解决就业近百人。

“我也是听乡亲说园区里能挣钱还能学技术才过

来的，来了之后非常满意，一个月工资有 6000 元。”加

布乐呵呵地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十三五”以来，阿里地

区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有力确保了各族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医疗、教育和住

房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在脱贫攻坚中，阿里地区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坚持“六个精准”，落实“四不摘”要求，统筹推进产业

扶贫、易地搬迁、转移就业、生态补偿、社会保障兜底

等措施，取得决定性成效。2016 年以来，全地区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 6183 户 23159 人全部脱贫，7 县实现脱

贫摘帽，139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的

28.7%下降到 0，2018 年、2019 年荣获全区综合评价优

秀地市。 （下转第三版）

璀 璨 藏 西 迎 盛 世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本报北京 11月 1日电（记者 刘倩

茹）10 月 31 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京

召开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专家咨询论证

会，邀请在京相关领导和长期从事生

态文明建设、立法等领域工作的专家

学者，为西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立

法工作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

委员李飞，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肖怀远，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斯塔，全国人大民族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丹珠昂奔，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程立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赵勇，中国科学院院士孙

鸿烈、郑度、于贵瑞、吴福元、姚檀栋，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王金南等 22 位

领导和院士出席会议，并分别从各自

分管领域、研究领域，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周光权，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李连宁，中科

院院士崔鹏、陈发虎、傅伯杰和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央党校的 27 位专家学者提

供了书面意见。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致辞。自治区领

导纪国刚、张永泽、江白出席。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维色主持会议。

洛桑江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西藏自治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彻落实总

书记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

藏”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西藏工作的四件

大事之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

红线、高压线，突出生态文明理念、生

态功能区、生态工程、污染防治和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 （下转第三版）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京召开

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专家咨询论证会
李飞肖怀远等出席 洛桑江村致辞

近年来，日喀则市岗巴县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的目标，按照市场需

求，对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培训就业创业愿望的贫困劳动力实施订单式职业培训，促

进群众就业增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图为经过培训的岗巴县岗巴镇群众在金丝皇贡菊种植基地内工作。 本报记者 潘多 唐斌 摄

本报拉萨11月 1日讯（记者 常川）

记 者 从 中 国 国 家 铁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10 月 31 日，

川 藏 铁 路 雅 安 至 林 芝 段 先 期 开 工 段

“两隧一桥”及施工供电工程招标结果

开始在北京市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上

公示。这标志着川藏铁路建设即将进

入工程实施阶段。

川藏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人

介绍，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位于

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境内，新建线路起

自既有成都至雅安铁路雅安站，经四川

省雅安市、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

区昌都市、林芝市，接入在建拉萨至林

芝铁路林芝站。线路为国家Ⅰ级双线

铁路，设计时速 120 公里至 200 公里。

新建正线长度 1011 公里，全线共设 26

座车站。配套建设临时施工道路 885公

里、电力线路 2000公里，以及成都、林芝

运营保障基地等。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198 亿元。项目由国铁集团负责组织

实施，设立川藏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具

体组织工程建设，成立川藏铁路有限公

司作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管理。

该负责人介绍，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全

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以来，国铁

集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规划、技术支撑、保护生态、

安全可靠”的总体思路，与相关部门、

单位和地方党委、政府协调配合，全力

推进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工作。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

将坚定信心、奋勇担当，团结协作、攻

坚 克 难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尽 早 开 工 建

设，调集精锐建设力量，加强工程实施

组织，强化与有关部门单位和川藏两

省区的协调联动，全力以赴抓好川藏

铁路工程推进实施，坚决把川藏铁路

建设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新建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

即将进入工程实施阶段

雪山巍峨。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

上的日土县热帮乡，卢青山和往常一

样，正在给村民进行防疫知识宣讲。

突然间，他“咚”的一声晕倒在地，

经过大家的紧急抢救，才慢慢苏醒。

卢青山，2017 年第 17 批赴藏博士

服务团成员之一，服务期满后，他递交

了留藏申请，决心扎根阿里，投身到建

设雪域高原的伟大使命中，成为首个留

在阿里的赴藏博士服务团成员。

在西藏，像卢青山一样选择扎根边

疆、绽放青春理想的博士还有很多。他

们来自祖国各地，用掌握的专业技能，

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书写着绚

丽的生命历程。

从踏上高原的第一天起，袁东升就

把西藏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

适应高原环境之后，迅速投入工作。

2019 年 12 月，袁东升正式调任西

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

主任、三级调研员、纪检监察员，成为一

名西藏干部。2019 年 12 月至今，他认

真履职，积极开展各类监督检查近 20余

次，带队检查 10 余次，发现违纪问题线

索 6条；督促各市地、区直各单位开展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自查清理纠

治工作，发现问题 14984 条，有力保证了

全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案件

的量纪平衡。

调藏博士、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经济运行调节处处长李东兴始终主

动作为，围绕发展改革中心工作，认真

完成各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监

测研判经济运行态势并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俯 下 身 子 听 民 意 ，撸 起 袖 子 干 实

事。在雪域高原上，调藏博士们无怨

无悔地用行动践行着自己奉献西藏的

诺言。

“ 既 然 选 择 留 藏 ，就 没 什 么 后 悔

的。”2019 年，调藏博士王冠杰主动申请

到那曲市色尼区那玛切乡驻村，深入一

线、贴近群众，察民情、办实事。驻村期

间，他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当地饮

水、蔬菜大棚等问题，为乡政府争取 30

万元的援助资金。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王 冠 杰 还 要 经 常

深入全区各市地进行调研。因为西藏

幅员辽阔，下乡时，路上的时间占去了

大 半 ，还 要 面 对 随 时 而 来 的 高 原 反

应。“只要能为百姓做点事，一切都是

值得的。”王冠杰的话道出了所有调藏

博士的心声。 （下转第三版）

让 青 春 理 想 在 高 原 绽 放
—调藏博士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本报拉萨11月 1日讯（记者 晓勇）

日前，由科技部项目资助的青藏高原

固体矿产勘查领域首个 3000 米科学深

钻在甲玛铜多金属矿区竣工。该工程

自 2019 年 6 月开工，历时 488 天，实现

了青藏高原固矿勘查领域 3000 米深钻

零的突破。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甲玛科学

深钻的设立，瞄准国家深部资源勘查

开采与技术装备研发的重大需求，旨

在实现西藏高原斑岩型铜多金属矿深

部资源勘查增储示范，并揭示陆陆碰

撞造山背景下斑岩成矿系统的精细结

构，以达到成矿理论创新、完善勘查模

型并实现资源增储示范的目标。

在项目竣工仪式上，专家高度评

价了甲玛科学深钻的深部勘查增储示

范效果和找矿理论技术的创新，认为

其对于形成斑岩成矿系统“全链条设

计，一体化实施”的深部资源勘查技术

集成体系具有战略意义，亦对科学深

钻后续科研成果产出及成矿理论创新

充满信心与期冀。

据悉，该深钻是由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

产资源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深地资源勘查开采专项《青藏高

原重要矿产资源基地成矿系统深部探

测技术与勘查增储示范》的核心任务，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负责施工。

青藏高原固体矿产勘查首个

3000 米科学深钻竣工有技能 好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