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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思想星空的闪亮时刻，这

是激荡时代大潮的中国之声——

2017 年 1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系

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站在历史和哲学高度对“人类社会何去

何从”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中国理念、中

国方案。

4 年来，世界局势变乱交织，全球挑

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遭遇重重考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时光磨砺

和现实映照下，透射出愈发耀眼的真理

光 芒 ，赢 得 世 界 日 益 广 泛 的 支 持 与 赞

同。

引 领 时 代 的 思 想 ，凝 聚 共 识 的 智

慧，破解危局的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如浩荡东风吹拂大地，播下

和 合 共 生 的 种 子 ，收 获 共 赢 共 享 的 明

天。

与时偕行天地宽

2020 年，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危机。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正在深度改变

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人类发展面临严

峻挑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

对答案的追寻更显迫切。团结与分裂、

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两股力量激

烈争夺，两种前途迥然不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

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

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

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日内瓦万国宫

内，习近平主席以坚定的语调、有力的

话语回望人类历史，传递共同价值，分

享深邃思考，展现责任担当。

那 是 多 么 宏 伟 的 愿 景 ——“ 中 国

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系统

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和目标路径，倡导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

那是何其热烈的反响——47 分钟

演讲，响起 30 余次掌声。到了关键处，

几乎一句一次掌声。第 71 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习近平主席倡

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

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变局中，登高望远；纷扰中，洞悉大

势。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

罗斯时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越来越成

为“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的 命 运 共 同

体”。两年多后，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又从伙

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

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路径和总布

局。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

双 多 边 场 合 还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周 边 、亚

太、中非、中拉、海洋、核安全、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和中巴、中柬等双边命运共

同体理念，使这一历史性倡议的内涵不

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益清晰。

2020 年 ，在 新 冠 疫 情 肆 虐 全 球 的

艰 难 时 刻 ，习 近 平 主 席 又 向 世 界 提 出

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卫 生 健 康 共 同 体 的 主

张，呼吁各国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合作，

加 强 全 球 公 共 卫 生 治 理 ，共 同 佑 护 各

国人民生命和健康。中国发起了新中

国 历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的 全 球 人 道 行 动 ，

向 150 多个国家和 10 个国际组织提供

抗疫援助，向 34 个国家派出 36 支医疗

专家组。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

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

的正确选择。”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

席斯蒂芬·佩里说。

“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利益越来越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巴黎第八大

学教授皮埃尔·皮卡尔说，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和平与福

祉所提出的重要倡议，也是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笃志躬行为苍生

展区全程防护、展前提前隔离、多

轮核酸检测……在中方和全球展商共

同努力下，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克服种种困难，于 2020 年 11 月如期举

行，吸引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 多

家企业参展，成为疫情阴霾下全球市场

的突出亮色。

“中国借助进博会践行开放承诺，

对我们是巨大鼓舞。”“疫情下，到中国

去无疑是最可靠的选择。”外国参展商

的评价，饱含着对中国重信守诺、以行

证言的由衷钦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主席

多次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

行动。

（下转第四版）

东 风 浩 荡 万 里 澄
—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发表历史性演讲四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韩墨 陈杉 金正

本报拉萨1月17日讯（记者 楚武

干）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 17日上午在拉萨举行。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洛桑江村主持会议并讲话。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多托、

维色、许雪光、桑顶·多吉帕姆·德庆

曲珍、其美仁增、巨建华、李文汉、尼

玛次仁、纪国刚、马升昌、王峻、许成

仓，秘书长刘光旭出席。

会议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听取

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

事项的说明；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

罗布顿珠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

主席职务，决定任命白玛旺堆为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决定接受朱

雅频辞去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的请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后，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任命夏克勤为西藏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决定夏克勤

副检察长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

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条例（草案三审稿）》修改情

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提请自治区十一届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西藏自治区国家生

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 条 例（草 案）》的 议

案。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决定提请自治区

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自

治区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

决定提请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四次会

议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一

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

单草案，决定提请自治区十一届人大

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通过了自治

区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名

单；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 报 告 及 公 告 稿 ；通 过 了 其 他 任 免

案，颁发了任命书。 （下转第四版）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举行
洛桑江村主持并讲话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刘洪明）中国人民银行

拉萨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余额为 1301 亿元（含已脱贫），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91%。

在拉萨市达孜区唐嘎乡一处牦牛育肥基地，

46 岁的洛普村村民索朗早早起来打扫牛圈。“在这

里上班半年多了，每天工资有 150 元，很开心。”他

说。

索朗所在的牦牛育肥基地是一家农牧公司投

资上千万元打造的产业项目。“我们 2020 年初给这

家公司发放了期限为 3 年的 5000 万元贷款，助其

在拉萨市 5 个乡镇流转土地、种植牧草、收购牦牛

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分行行长冯学说。

得益于银行的及时贷款，唐嘎乡牦牛育肥基

地共收购牦牛 1830 头，目前已出栏 855 头，大大提

升了养殖出栏率。

近年来，西藏金融机构因地制宜，创新精准扶

贫金融产品，惠及更多农牧民和小微企业。农业

银行推出“精准扶贫贷款证”“雪域惠农 e贷”，邮储

银行创设“扶贫富农贷”“小额极速贷”，建设银行

推出“云义贷”抗“疫”专属服务……

数据显示，目前西藏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为 162 亿元，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85%；项目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 1071亿元，较 2016年同期增长 216%。

除了支持扶贫产业带动稳定增收外，银行等

金融机构还积极助力西藏群众过上安居乐业新生

活。

西藏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推动扶贫贷款倍增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301亿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91%

本报拉萨 1月 17 日讯（记者 袁

海霞 郑璐）近 日 ，国 网 西 藏 电 力 有

限公司聚焦能源电力与高新数字产

业 融 合 发 展 ，发 布 了 三 个 方 面 十 项

做好高新数字产业电力保障服务的

举措。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明确，将

围绕“全力做好配套保障，提速‘快接

电’”“全力做好供电服务，保障‘用好

电’”“全力做好合作保障，开放‘促发

展’”三个方面，通过加快规划衔接，

推进重点区域配电网建设改造和高

新数字产业用电就近接入，降低客户

接电投资成本；按照集团化报装、一

体化服务原则，为高新数字企业提供

“省力、省心、省时”的便捷服务；坚持

“能改尽改”，加快推进 5G 基站直供电

改造，让客户享受到电价终端红利；

推进电费省级集约服务，全力支持高

新数字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降

低用户用电成本，营造良好用电服务

氛围；开展“网格化”综合服务和主动

抢修，市区故障报修 45 分钟到达现

场，确保客户正常可靠用电；共享电

网基础设施资源支持 5G 布局，提供企

业能效增值服务，建设光储互济、余

热利用等综合能源示范项目，建立常

态会商联系协同机制等，实现能源电

力、高新数字产业的共建共享合作共

赢。

国网西藏电力

发布十项措施服务高新数字产业

目本村是察隅县最为偏远且不通

公路的村庄之一，山高路险，灾害频发，

资源匮乏。

五年前，在这个小村庄，29 户人家

里有 24 户是贫困户，年人均收入仅 2300

元。

75 岁 的 目 本 村 村 民 扎 西 旺 杰 介

绍，以前，村里的孩子到乡里读书，要

走一两天的山路，道路弯曲陡峭，很多

孩子因此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年龄。目

本村村民的最高学历只有小学文化程

度 ，有 些 人 甚 至 一 辈 子 都 没 有 离 开 过

村庄。

边 地 不 富 ，则 边 疆 不 稳 ，国 防 不

固。自治区强边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

推进边境建设，提升边民生活水平，不

断壮大守土固边力量。

“十三五”期间，目本村群众整体搬

迁至目本新村。从目本村到目本新村，

一个“新”字折射出这个小村庄脱胎换

骨般的大变化。

走进村民扎西旺杰家，藏式楼房引

人注目，屋内现代化家用电器与藏式家

具一应俱全。从窗户望出去，村里的水

泥路纵横交错，一排排整齐的藏式院落

尽收眼底。“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太大

了，在家门口就能坐公交车、买东西，非

常方便。”

“ 现 在 ，孩 子 们 去 上 学 ，十 几 分 钟

就 到 了 。”在 察 隅 县 上 察 隅 镇 目 本 新

村 ，村 委 会 主 任 恰 珠 激 动 地 对 记 者

说 。 从 原 来 偏 僻 的 地 方 搬 迁 至 新 村

后，家家户户不但住上了新房，而且村

民 的 思 想 观 念 也 开 始 转 变 ，都 在 积 极

寻 找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门 路 ，有 的 买 车 跑

运输，有的学习烹饪技术，在村里开起

了茶馆……

不仅搬得出，而且要能致富。着眼

于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我区坚持

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为重点，大力发展

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做到经济社会和边

防建设统筹推进、人民生活和边防实力

同步提升。

察隅县下察隅镇沙玛村，曾经由于

地理位置偏远，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是

远近闻名的穷村。如今，沙玛村的特色

养殖等致富项目搞得如火如荼。

从沙玛村村委会所在地向河谷地

前行一段，一片更加宽阔的平原地带出

现在眼前，这里正是下察隅镇沙玛村种

植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基地。“每天在家

门口工作就有 200 元补助，等这些树长

大了，结出的石榴卖出去，村里还会分

红。”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的村民

玛珍说。

强边建设，鼓起来的不只是边民的

腰包，爱国固边意识也极大地提升。大

家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

建设者，如格桑花般扎根祖国边疆，守

卫神圣国土，用实际行动回报党中央的

关心关怀。

（下转第四版）

像 格 桑 花 一 样 扎 根 祖 国 边 疆
——“十三五”以来我区富民强边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楚武干 王猛 王莉

“为群众办实事，谋福利，始终将

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这是太平洋

保险阿里中心支公司负责人邹萃十

年来从未改变的工作信条。

来自山城重庆的邹萃，从 2010 年

开始投身于阿里地区的保险事业，由

于工作内容大部分是帮助当地农牧

民解决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的问

题，邹萃经常下乡，。2019 年，她还独

自驱车前往距离狮泉河镇 750 多公里

的措勤县，去解决野生动物肇事保险

赔偿问题。

“当时一路上下着雪，真的害怕

极了，但是看到获得保险赔偿后群众

的 笑 脸 时 ，我 觉 得 走 再 远 的 路 都 值

得。”邹萃说。2018 年，她因工作能力

突出，被阿里地区推荐当选自治区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从此，邹萃的身上

又多了一份责任。

（下转第四版）

自治区政协委员邹萃：

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温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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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参加自治区两会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们陆续抵达拉萨。

图为参加自治区两会的政协委员

在驻地领取证件和会议材料。

本报记者 潘多 次仁平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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