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491期 中国西藏新闻网网址：http://www.xzxw.com辛丑年 三月十六2021 年 4 月 今 日 八 版星期二日27 国内统一刊号 CN54—0002 邮发代号 67—1

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

见》全文如下。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从源头上推动生

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为加快推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现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本报拉萨 4月 26 日讯（记者 蒋翠

莲 常川）26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常

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博

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和在

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和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及李克强总理有关批示精神；传达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

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精神；通报第四

次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援藏工作座

谈 会 有 关 情 况 ；研 究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十九届

中央第六轮巡视第十巡视组对西藏自

治区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

汇报。

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落实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从坚决服从服

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

的高度，按照“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

高质量发展要求，找准西藏在国内大循

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

优势，在坚决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服 务 好 外 交 大 局 的 基 础 上 ，积 极 融 入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深化对祖国内

地的开放，积极做好对尼泊尔等邻国工

作，促进对外开放，确保稳定发展生态

强边各项工作结合实际、脚踏实地，既

不好高骛远又有所作为；要加强党的领

导，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

为强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坚

强政治力量。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

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

立德树人贯彻到教育全过程，深入推进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教育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不断扩大中华

优秀文化和科学精神的阵地。区内高

校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需要和就业需

求，不断完善以服务社会需求为特色的

学科专业体系；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和总书记对青年的期望，引导广大青

年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

润心，影响带动家人朋友移风易俗，理

性 对 待 宗 教 、追 求 健 康 文 明 的 生 活 方

式、过好今生幸福生活，引导广大青年

用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要针对

教师队伍缺什么、要什么、补什么等问

题，完善“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体制机

制，把教师队伍建设这项最重要的基础

工作做实做深做细，推动师德师风建设

常态化长效化。

会议指出，要学习领会总书记对职

业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精神，结合西藏实际，深入调

查、认真研究，尽快制定全区职业教育

指导意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要正确处

理好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养的关系，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精准按社会需求设

专业、市场就业设方向，把人才培养与

市 场 需 求 、专 业 学 科 建 设 紧 密 结 合 起

来，重点办好一批理工农医等人才紧缺

专业和特色优势学科，培养更多专业技

能型实用人才，确保我区职业教育满足

全 区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乡 村 振

兴、产业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需

求；要坚持育人为本，教育引导各族学

生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进一步

增强“五个认同”，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

会议指出，要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的

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打

击治理合力，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

动、加强协同共治力度、强化预警劝阻

措施、加大精准宣传教育力度，坚决遏

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势，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

认识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

从加强党性教育、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强化制度执行、实现监

督“无死角”等方面认真做好对“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工作，引导党员干部

严以律己、廉洁治家。“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要胸襟坦荡，主动接受监督，习惯于被

监督，在知与行上都要努力成为勤政廉

政的表率。 （下转第二版）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和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结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各项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吴英杰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春拉）日

前，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自治区古籍

保护中心）同步上线发布第二批馆藏

藏文古籍数字化成果，即 162 函，1.6

万余叶珍贵古籍文献。至此，西藏古

籍文献全球“云共享”平台上载珍贵

古籍文献数已超过 2万余叶。

2020 年 4 月 25 日，西藏自治区古

籍保护中心试运行上线首批 50 函、

6581 叶珍贵古籍文献。截至目前，这

一平台已累计上载珍贵藏文古籍文

献达 212 函，23116 叶，内容包括藏族

历代学者及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

德传记、藏学界必备青史、汉藏佛教

史等，时间跨度为公元 12世纪至 20世

纪。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副主

任边巴次仁说：“今年上线的这批以

人物传记为主的珍贵古籍，浓缩了当

时社会、经济、民俗等各方面知识，可

谓 百 科 式 古 籍 文 献 ，对 于 学 者 多 角

度、多学科研究西藏文化和历史具有

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古籍文献上线试运行至今，读者

点击阅览次数近十万人次，创西藏自

治区图书馆线上阅览新高。

2009 年，西藏正式启动了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古籍普查工程。十余

年间，普查人员几乎踏遍了西藏 120

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截至目前，西

藏已完成 18000 余函古籍文献的普查

登记，305 函古籍成功入选《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累计修复近 4000 叶濒危

古籍文献。

西藏向全球“云共享”2万余叶珍贵古籍文献

本报拉萨4月26日讯（记者 袁海

霞）近日，国网西藏电力高新 220 千伏

变电站新汤线合闸运行，至此，川藏

铁路拉萨至林芝段供电工程全面带

电运行。

拉林铁路工程建设投运后，电动

机车将利用车顶的受电弓从接触网

获得电能，牵引列车运行，并实现“以

电代油”，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对于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

生 态 环 境 ，推 动 我 区“ 碳 中 和 、碳 达

峰”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作为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供电工

程的建设单位，承担了 9 个变电站的

间隔扩建及 22条线路建设，为 11座铁

路牵引站提供供电任务。川藏铁路

拉萨至林芝段线路平均在 3000 米以

上的高海拔地区，高寒缺氧、生态脆

弱、地质环境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独

特的地理条件对于供电施工颇具挑

战。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国网西藏电

力有限公司克服高寒缺氧、生态脆弱、

地质环境复杂等困难的同时，积极攻

克拉林铁路对西藏电网谐波、三相不

平衡、电压波动、系统稳定、继电保护

等的影响，确保西藏电网稳定运行。

此外，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还进一

步优化施工流程，统一施工工艺，科学

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同时详细制订启

动方案，成立应急抢险小组，提前进行

投运流程模拟和应急抢修演练，密切

保持与中铁电气化局的沟通联系，随

时掌握相关牵引变电站建设进展情

况，确保工程按时投运。

边境小康村建设实施以来，我区

通过提高边民补贴、开辟生态岗位、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围绕

“水、电、路、讯、网、教、科、文、卫、保”

等十个方面大力改善边民的生产生

活条件。如今全区各边境村镇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幸福指数进一

步提高。

图为林芝市墨脱县墨脱镇墨脱

村的孩子们在家附近的足球场上踢

足球。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大山深处的

幸福家园

三尺讲台、一颗爱心，潜心育人、回

报社会，这是尼玛扎西一直坚守的职业

信念。他认为，教学是一门艺术，而每

一节课都是一个华美的乐章。作为课

堂的指挥者，尼玛扎西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每一个音符都展现出它特有的

声音。

尼玛扎西是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院长、教授，2021 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候选人。在 30 余年的计算机学

科建设、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及教育信

息化工作中，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学第一线教书

育人，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内化到一丝

不苟的工作实践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倾心育人 桃李满天下

“ 教 授 非 常 幽 默 ，课 堂 氛 围 很 活

跃，我们学起来也很轻松。”上过尼玛

扎 西 课 的 学 生 都 这 样 说 。 这 么 多 年

来，尼玛扎西奋斗在教学一线，承担着

计 算 机 专 业 本 科 生 和 硕 士 、博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积 极 探 索 与 实 践 计

算 机 及 藏 文 信 息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为我区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多层次的信

息技术专业人才。

1994 年 ，为 适 应 西 藏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对 计 算 机 专 业 人 才 的 需 求 ，西 藏 大

学 在 西 藏 高 校 中 率 先 设 立 计 算 机 专

业，在没有任何办学经验、师资极端匮

乏 的 情 况 下 ，尼 玛 扎 西 和 同 事 们 调 研

和 借 鉴 内 地 高 校 计 算 机 专 业 办 学 经

验，结合自身特点，编写了一整套符合

西藏实际的教学方案。在尼玛扎西和

同 事 们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西 藏 高 校 计 算

机专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初步

形成了本、硕、博三个层次的较为完整

的人才培养体系。

投身科研 成果转化显著

“科研与教学是互补的，科研能帮

我在课堂上将一些更好、更先进的技术

传授给学生。”除了做好教学工作，科研

工作也一直是尼玛扎西努力的方向。

在从事藏文信息技术研发与工程

实践的 30 余年中，尼玛扎西带领团队潜

心钻研，在计算机藏文编码国际和国家

标 准 制 定 、藏 文 信 息 系 统 基 础 理 论 研

究、藏语自然语言处理、藏文古籍数字

化技术研发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成果，

并得到广泛应用。 （下转第二版）

无私奉献育桃李 平凡岗位写春秋
—记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尼玛扎西
本报记者 王雨霏

“以电代油”

拉林铁路供电工程全面带电运行

西藏拉萨西郊河畔，静静矗立着一座三棱形的高大

纪念碑——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纪念碑旁，青松挺

拔。

站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筑路精神直击人心。67 年前，11 万名筑路军民怀着“把

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信念，以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卧冰雪、斗严寒，用简陋的施工机具，在青藏高原

上修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

路的历史，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解放西藏初期，毛泽东同志号召部队“一面进军、一

面修路”。1954 年 5 月，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

带领 1200 名驼工，人手一镐一锹，从青海格尔木向世界

屋脊发起冲击。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里收藏着这样一把铁锹：前端的

铲头锈迹斑斑，后端的木把已断裂腐朽。这是修筑川藏

公路时，战士们使用的工具。此外，筑路军民手里的工

具还有铁锤、钢钎和十字镐。

“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把自己吊在近乎垂直地

面的半山腰，一人扶着錾子，一人挥舞铁锤，以每公里牺

牲 7 人的巨大代价，硬生生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

西藏军区军史馆讲解员李辰说。

修筑青藏公路时，慕生忠曾在铁锹把上刻下“慕生

忠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

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在雀儿山工地，年仅 25 岁的张福林被一块巨石砸

中，倒在血泊中。连队指导员安排医生抢救，他却说：

“我伤得很重，恐怕不行了，别给我打针了，为国家省一

针吧！”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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