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力前行
本报记者 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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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幸福的好日子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赵瑞阳

隆冬时节的雪域高原，气温骤降，寒气逼人，但

在拉林铁路建设工地上却呈现出一派火热景象：机

器 轰 鸣 ，车 辆 穿 梭 ，工 人 们 正 在 为 建 成 通 车 紧 张 忙

碌着。

作为全区重点项目之一的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后，

将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我区交通路网布局，为带动沿线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十三五”以

来，一批体量巨大、实力雄厚的产业项目纷纷落户雪

域高原，形成了一股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力量。

产业引领——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产业项目是我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在高

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我区聚焦“特色、集聚、整合、开

放”的发展路径，加快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空间

布局，将高原生物产业、旅游文化产业、清洁能源产

业、绿色工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数字产业、边贸物流

业“七大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为我区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劲活力，铺就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旅游文化产业是我区因地制宜重点发展的“七大

产业”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区高度重视发展旅游文

化产业，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培育旅游

文化市场，积极打造多层次文化旅游产品，推进产业

融合发展。

自治区人大列席人员、自治区旅发厅党组书记

黄永清告诉记者：“《文成公主》大型史诗实景剧演

出 7 年以来，不仅为我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和文

旅产业的提档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力促进

了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相统一。”

文旅产业不仅成为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文旅融

合也为群众致富提供了契机。64 岁的村民索朗次仁

已在剧场工作 7 年，他和自家的 130 只羊会出现在剧

中，他 6个月的演出就可以收入 7万多元。在我区，“文

化搭台、旅游唱戏”已成普遍，文化旅游产业成为西藏

经济发展新的引擎。

民生改善——
共享高质量幸福新生活

“十三五”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把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资金用到基层、用到民生领域，交出了一份让群众

满意的民生答卷：我区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全区 62.8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 个县（区）全部摘帽；扎实开

展稳就业工作，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通过务工增加

家庭经济收入；教育事业取得新成就，“5个 100%”目标

全面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如期完成，新建学

校（幼儿园）1340 所，“互联网+教育”实现中小学校全

覆盖。

“过去村里是人畜共饮，现在全村 123 户都住上了

新房、523 人都喝上了安全饮用水。”日喀则市萨嘎县

昌果乡亚卡亚村党支部书记贡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激动地说，“现在，我们村拥有多种产业，并且规

模还在不断壮大，我坚信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

好。”随着贫困的消除，西藏农牧民的钱袋子也越来越

“鼓”了。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住有所居，承载着老

百姓最朴实的期待与梦想。“十三五”时期，我区实施

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 23 万套，完成棚户区改造及设

施配套 13 万套。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大幅增加，绿

地率达 35.3%。建成 79 座供水厂，城市供水普及率提

高 9.8 个 百 分 点 ，城 市 管 网 全 面 建 成 。 城 镇 化 率 从

27%增加到 32%。目前，以拉萨为中心、地区城市为

节点、县城为基础、具有西藏特点的新型城镇化在青

藏高原稳步推进。

生态优先——
提亮高质量发展新成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三五”以来，我区坚

持在建设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全区上下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碧水蓝天主色调，生态、生产、生

活“三生共融”理念有效落实，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比较优势日益突出，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双赢。

我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目前，我区已

完成 74 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面积达 53.9

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45%；推进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各类生态功能保护

区 22个。

无论是在首府拉萨，还是在阿里地区，即使发展

愿望再迫切，都会严把项目建设环保准入关、资源消

耗关、产业政策关，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自治区人大列席人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

书记、副厅长胡为民说：“一切开发建设项目优先考

虑生态环境承载力，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和产业政

策的项目，坚决不予审批。近 5 年，任何‘三高’项目

都未引入我区，从源头上遏制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

坏。”

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和大量行之有效的环保

举措，使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如今，雪域高原 350 万各族儿女在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下，告别了贫困，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的

幸福生活。雪域高原正以奔跑的姿态，书写着高质量

发展的新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着西

藏力量。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经济社会发

展实践经验，深刻阐述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新要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树立了思想

指引，指明了行动方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用新发

展理念引领时代发展，才能立足新阶

段、拓展新格局。“十三五”以来，全区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取 得 决 定 性 成

就。社会大局持续全面稳定，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保持在 99%以上；62.8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主电网覆盖全

区 74 个县（区）；持续推进美丽西藏建

设，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

区之一；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

兴边并重，高标准建成 604 个边境小康

村……当前，我区正处在历史上最好时

期之一，这些成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最

生动的实践写照。

开 启 新 征 程 ，进 入 新 阶 段 。 我 区

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机遇前

所未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吹响了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同时，我们面临

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呈现出“五期叠

加”阶段性特征，对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

域”。围绕“四件大事”“四个确保”，聚

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培育壮大区内市场、深入实施新型城镇

化战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原

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推动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工作规律，在

科学驾驭复杂严峻形势中育先机、开新

局，在攻坚克难应对新矛盾新挑战中谋

发展、闯新路。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

以坚强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为保证。新

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各

级领导干部要作出表率，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真正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意识牢固树立起来，把党中央和区党

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

坚持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贯

穿改革全过程，以正确处理好“十三对

关系”为工作方法，积极推进土地草场、

重大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企业改

革等领域改革，完善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体制机

制，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关心关怀，

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

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民生大事急事难

事，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我

们要立足新时代新任务，继承弘扬“老

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扑下身、扎下

根，下真功夫，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全局，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和建

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奠定坚实基础。

民 生 关 乎 民 心 ，民 心 凝 聚 民

力。每逢自治区两会，事关百姓衣

食住行、安危冷暖的民生问题，总

是备受关注。代表、委员们在履职

尽责的过程中，积极围绕百姓需求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改

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牢

牢把握民生这个关键点，紧紧围绕

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厚植人民幸

福之基。”自治区政协委员、昌都市

工商业联合会主席四郎旺堆坦言。

四郎旺堆说，工商联是爱国统

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一支为社会

主 义 服 务 的 政 治 力 量 ，要 本 着 信

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

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

指示和吴英杰书记在企业家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

的周围，教育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热

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发展好企

业 自 身 的 同 时 ，勇 于 承 担 社 会 责

任，在就业、商贸、公益帮扶、产业

发展中助力巩固脱贫攻坚，在交往

交流交融中发挥以商招商、以商会商的独特优势，齐心协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新征程。

四郎旺堆介绍：“多年来，昌都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目前，全市市场主体已达 3.7 万余户，私营企业近 6000 家，已然成为

助推昌都和谐稳定、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四郎旺堆表示，保障和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只要紧扣改善民生、凝聚人

心，不断厚植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经济发展之源，社会主义新

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如今的生活充满幸福，感谢

党的好政策，感谢新时代精准扶

贫的好政策，感谢帮扶责任人，我

相信将来的日子还会越过越好。”

米玛说。

今年 44 岁的米玛，是堆龙德

庆区东嘎街道桑木村 5 组人，全家

4 口人，父母均为重度残疾，生活

无 法 自 理 ，儿 子 旦 曲 还 在 上 学 。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米玛一人

做特色手工业来维持。2006 年，

米玛被诊断出患有慢性乙肝，这

让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

加霜。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后，米

玛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

地政府派出工作人员作为米玛的

帮扶责任人，向他讲解扶贫相关

政策，并引导他参加技能培训，从

而增加一技之长，改善家庭生活

条件。

在政府和乡亲们的支持下，

米 玛 下 定 决 心 要 靠 勤 劳 双 手 奋

斗，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借助精准扶贫的优惠政策，米

玛学习做手工珠串并拿到市场销

售，他还自学了刺绣唐卡、制作藏

式门帘等手艺，同时，桑木村妇联

聘请他担任村里妇女技艺培训班

老师，日子一天比一天有奔头了。

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米玛也

从不松懈，他希望孩子能依靠知

识改变命运，回馈社会。

如今，米玛一家人早已摘掉

了贫困的帽子，回想起过去的生

活，米玛说：“人要是不勤快，再好

的政策也没用，政府让我们摆脱

了贫困，今后我要靠我的努力让

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上图：21 日上午，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

会议举行第二次大会。图为格桑玉珍委员就

加快构建我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作大会发言。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摄

右图：21 日上午，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四次

会议各代表团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

林芝市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

本报记者 洛桑 唐斌 丹增群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