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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月 8日讯（记者 姚闻）区

党委书记吴英杰近日给拉萨市墨竹工

卡县日多乡怎村村民索朗次仁回信，勉

励 他 和 乡 亲 们 坚 定 不 移 感 党 恩 、听 党

话、跟党走，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主动移风易俗，用新生

活新变化讲好身边的故事，同心协力守

护好神圣国土、建设好幸福家园。

2020年7月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吴

英杰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日多乡怎村调

研“两不愁、三保障”和“美丽乡村·幸福家

园”试点工程建设时，与索朗次仁亲切交

谈，了解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产生活情

况，并勉励他要理性对待宗教，追求健康

科学的生活方式。不久前，索朗次仁写信

给吴英杰书记，汇报了近段时间以来的生

产生活情况。他在信中说，经过党和政府

及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治好了折磨自己

30多年的疾病，目前生活能够自理，并明

白了拜寺庙是无法治愈疾病的道理，开始

理性对待宗教。同时，转变生产方式，科

学养牛，年底将出栏4头牦牛。现在，怎村

47户 264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和“美丽乡

村·幸福家园”工程住上了新房子，所有患

有白内障和先心病的群众都得到了免费

治疗，昔日贫困的乡亲们都过上了像蜜一

样甜的幸福生活。大家更加深刻领悟到，

没有共产党，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没有区市党委、政府

的不懈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收到来信后，吴英杰给索朗次仁回

信，鼓励他和日多乡怎村的乡亲们坚定

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党和政

府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乡村振兴，进一

步转变思想观念，就近就便融入当地产

业发展；理性对待宗教，追求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

依靠勤劳双手过好今生幸福生活；用新

生活新变化讲好身边的故事，让更多人

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带来的，从而发自内心地爱戴

总书记、拥护党中央，自觉维护民族团

结、反对分裂，同心协力守护好神圣国

土、建设好幸福家园。

吴英杰在回信中指出，今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相信，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总书记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指引，全区各族

干部群众团结一心、顽强拼搏，乡亲们

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回信全文

如下：

索朗次仁：

你好！新年伊始，收到你的来信，

得知你和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我很高兴，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你在信中说，经过党和政府及有关

专家的共同努力，治好了折磨你 30 多年

的病、生活能够自理，并明白了靠转经

筒、念经文、拜寺庙是无法治愈疾病的道

理，开始理性对待宗教，自觉减少宗教开

支；主动变靠天养畜为科学养畜，及时出

栏 2 头养了 12 年多的牦牛、年底还将出

栏 4头。还说，你们村 47户 264人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和“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

程住上了这一生最好的新房子，所有白

内障和先心病患者都得到了免费治疗，

昔日贫困的乡亲们都过上了像蜜一样甜

的幸福生活，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像太阳一样温暖，表

示要把洁白的哈达献给敬爱的习主席。

这些朴实的话语，不仅说出了你和乡亲

们的心里话，还道出了全区各族群众的

共同心声，读了后让我十分欣慰。你和

乡亲们的这些巨大变化，是全区决战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缩影，也

是脱贫群众思想观念、生产条件、生活水

平发生历史性改变的真实写照。这生动

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脱贫攻坚

决策的无比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

优越，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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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励广大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同心协力守护好神圣国土、建设好幸福家园

为进一步丰富未成年人寒假

生活，提高未成年人创新精神和实

践 能 力 ，拉 萨 市 积 极 推 进 科 技 场

馆、博物馆、科普大篷车联系校园

活动，增强科普益智互动节目的吸

引力，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梦想。

图为拉萨市林周县中学学生

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

本报记者 潘多 次仁平措 摄

畅游

科技海洋

本报拉萨 1 月 8 日讯（刘布阳 记 者 王菲）

2020 年“双 11”期间 ，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

4000 多米的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群众首次

收到了快递包裹。无独有偶，前不久，一位有 200

多万粉丝的某视频平台知名女主播，到山南市扎

囊县帮助当地“带货”推销特产，收到全国各地的

订单，业绩喜人。

西藏的路越来越好走，运输业服务水平也越

来越上“档次”，不仅令区内外百姓享受到交通运

输发展带来的出行便利，而且西藏各地的特色食

品、工艺品、服装鞋帽等产品通过互联网时代的

新兴商业平台，搭上现代物流的快车渐渐走出雪

域高原，送达全国各地买家手中。

在道路客运业发展方面，“十三五”以来，全

区共有道路客运经营业户 63 户；共有客运车辆

4756台，其中班车 1683台，旅游车辆 2908台；累计

开通客运班线 443条；共建成等级客运站 70个，招

呼站 269 个，其中一级站 6 个、二级站 9 个、三级站

55 个。旅游客运、班线客运改革的顺利完成，显

著提高了全区客运安全管理水平、组织化程度和

运输服务质量。

在道路货运业发展方面，全区已建成道路运

输货运站 13 个，其中一级 1 个、二级 2 个、三级 10

个；全区共有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业户 35766 户，危

险货物运输经营业户 36 户，其中货运车辆 48482

台、危货车辆 1118 台。近年来，西藏交通运输部

门还大力促进道路货运降本增效、健康稳定发

展，实行货运车辆“两检合一”、综检联网，开展无

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实施普货车辆网上年审等。

据统计，全区“十三五”以来至 2020 年 11 月

底，累计完成客运量 4483.26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119.02 亿人公里，完成货运量 1.42 亿吨，货运周转

量 535.95亿吨公里。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还坚持城市公交优先发

展战略，目前，全区 7 市（地）全部实现公交车运营

全覆盖，公交智能化发展也迈进一大步，拉萨公

交实现与全国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移动支付

得以广泛应用。此外，全区已发展新能源公交车

489 台，占公交车总量的 67.45%。我区还积极稳

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大力整治出租汽车行

业乱象，提升出租汽车服务质量。网约车规范化

进入我区市场进程顺利，《拉萨市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已经施行，5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已获准入市。

随着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区各地百

姓将享受到更舒适、更便捷、更经济的出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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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月 8日讯（记者 谢筱

纯）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8

日，自治区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

议在拉萨召开，传达学习吴英杰书记

和齐扎拉主席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区党委副书

记 、自 治 区 常 务 副 主 席 庄 严 出 席 会

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

位、精心周密部署、严格落实责任，从

严 从 实 、从 细 从 紧 抓 好 审 计 整 改 工

作，并以此推动加强管理、完善制度、

深化改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绝对忠诚。

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刘江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力量。做好审计整改工作，是确保党

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切实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

重 要 举 措 ，是 保 障 实 现 审 计 工 作 目

标 、发 挥 好 审 计 监 督 职 能 的 重 要 环

节，对于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权

力规范运行、推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一要在思

想上高度重视，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以

更高的政治站位、更严的工作标准、更

强的责任心，按要求全面完成审计整

改各项目标任务。 （下转第二版）

庄严在自治区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精心周密部署 严格落实责任

从严从实从细从紧抓好审计整改工作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

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号角，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开启了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历史交汇点，时代里程碑。立足当

下，回眸远望，日喀则坚持把产业扶贫

作为保证脱贫质量的根本之策，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延伸产业发展链条、突破

产业发展瓶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

进群众持续增收，集中精力发展珠峰扶

贫产业体系，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该市累计开工建设特色产业

项目 419 个，受益贫困群众 11.59 万人；

培育扶贫龙头企业 46 家，建设扶贫车间

196 个，发展农牧民专合组织 6591 家，42

万余名群众入股合作社，珠峰扶贫产业

与农牧民群众的利益联结越来越紧密。

规划之笔勾勒，轮廓清晰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日喀则市坚

持“短平快”与管长远相结合，全力推进

产业扶贫工作，初步构建了“县有支柱

产业、乡有主导产业、村有致富项目、户

有增收门路”的扶贫产业发展格局，基

本实现了群众就近就便、能干会干、不

离乡不离土的产业发展要求。

在有好的经营主体方面，白朗中农

圣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日喀则市百亚

成农贸有限公司、桑珠孜区德琴 3900 庄

园有限公司等一批有实力、有市场的企

业落地日喀则，萨迦昆氏藏香、拉孜老

阿妈民族文化手工业、江孜昵玮卡垫、

亚东帕里牦牛养殖、桑珠孜区甲努粮油

等一批有基础、有特色的本土中小型企

业和合作社及能人带动型经营主体得

到了扶持发展。

在 有 好 的 市 场 前 景 方 面 ，珠 峰 绵

羊牦牛、青稞深加工、亚东鲑鱼、商砼、

高 原 有 机 果 蔬 、藏 毯 藏 装 等 一 大 批 市

场潜力大、经营效益好、带贫能力强的

扶 贫 产 业 稳 步 发 展 壮 大 ，市 场 竞 争 力

持续增强。

在有好的利益联结方面，日喀则市

依托各类经营主体，通过生产要素流转

租赁、产业扶贫政策资金以及生产资料

入股、项目建中建后带动就业、委托培

训等多种方式，灵活运用“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公司+基地+贫困户”等运

作模式，真正让贫困群众与经营主体形

成资源互通、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

从炊烟袅袅的农家小院到雪山高

耸的边境一线，从辽阔苍茫的草原牧区

到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巷，日喀则处处上

演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的火热场景。

实干工笔细描，纤毫毕现

好钢用在刀刃上，产业扶贫“活水”

浇在关键处。“十三五”以来，日喀则市

突出发展重点，明确产业扶贫的实践途

径，青稞饲草种植、绵羊牦牛养殖、农畜

产品加工、特色文化旅游、传统民族手

工等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为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日喀则市

深 化 援 藏 产 业 扶 贫 ，不 断 推 进 招 商 引

资，持续激发内生动力，调优产业结构、

调好产业布局、调强供给能力，拓展营

销渠道、强化品牌引领、提高产品附加

值，不断扩大珠峰扶贫产业的辐射范围

和带动效应。

日喀则市正全力突出发展有机青

稞，研发绿色、精品、高端和附加值高的

青稞系列产品，让“世界青稞之乡”的品

牌更加响亮；突出发展珠峰绵羊，加强

岗 巴 羊 、霍 尔 巴 羊 等 地 方 优 势 品 种 繁

育、推广、改良；突出发展珠峰牦牛，进

一步完善帕里、桑桑等牦牛良种繁育体

系，大力开展牦牛育肥标准化养殖示范

创建； （下转第二版）

绘 就“ 产 业 珠 峰 ”恢 弘 画 卷
—日喀则市构建扶贫产业体系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汪纯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 者 王泽昊

金一清）来自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年底，西藏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7.03%，比 2011 年

提高了 52.03个百分点。

长期从事学前教育的拉萨市岗

旋幼儿园园长洛桑巴典，亲身经历了

西藏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他感叹

道：“10 年间，西藏学前教育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国家高度重视西藏发

展学前教育，不断加大投入，10 年前

全 区 一 共 只 有 不 到 200 所 公 办 幼 儿

园，现在有 2000多所。”

目前，西藏自治区幼儿园数量达

到 2199 所，较 2011 年增长了 10.1 倍；

全区在园幼儿数达 150934 人，10 年间

增长约 2.6倍。

近年来，随着国家从增加投入、

完善政策、扩大规模、补充教师、规范

管理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西藏

学前教育迎来发展黄金期。2012 年

以 来 ，西 藏 投 入 幼 儿 园 建 设 资 金 达

60.73 亿元，其中投入到乡村幼儿园建

设资金达 42.52 亿元，占 70%。如今，

西藏学前教育已实现基本普及。

在山南市贡嘎县吉雄镇红星社

区幼儿园，园长达娃一如往常 9 点半

准时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入

园。达娃告诉记者：“现在家长们都

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幼儿园学生数量

不断上升。学校教育水平和餐食营

养、基础设施条件也在不断提高。”

我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 87%

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注定将在史册上镌刻下

深深的印记。

这一年，严峻挑战突如其来。百年不遇的新

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一些国家遏制打压

全面升级，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经济遇

到了世纪罕见的三重严重冲击。

这一年，辉煌成绩举世瞩目。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

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

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

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

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

的根本依靠， （下转第四版）

击 鼓 催 征 稳 驭 舟
—深化对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综述
人民日报记者 刘志强 丁怡婷 邱超奕 谷业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