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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5 月 19 日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

开工仪式。

中俄元首将共同见证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本报拉萨 5月 18 日讯（记者 常川

蒋翠莲）18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召开常

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

回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专题调

研南水北调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机要密码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贯

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抓好稳定工作情况汇报。

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

信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对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同志的亲

切关怀，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体系提出了新期望、新要求。各

级各部门、学术期刊、高校及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殷殷重托，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

神上来，结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勇担重任、矢志创

新，在全社会凝聚起感恩奋进新时代、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广大党员干

部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目标，

学好、用好文史哲，进一步强化理论武

装，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要强化组织、

整合力量，充分发挥社科联作用，引导我

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振精气神、勇

于担当、善于作为，发挥好积极作用。广

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胸怀“两个大局”，

牢记初心使命，切实把思想统一到总书

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上来，统一到总书记关于哲学

社会科学重要论述上来。要坚持守正创

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贯彻落实好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努力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占领藏

学研究的阵地和高地，在润物细无声中，

引导各族群众充分认识中华文化始终是

西藏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西藏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

信教群众理性对待宗教，追求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过好今生幸福生活。要切

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支持力度，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用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专题调研南

水北调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贯彻落

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抓

好相关工作。要站在保护好青藏高原

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

大贡献的高度，积极保护，有所作为，切

实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规划建

设好沿大江大河村庄污水处理设施，积

极营造全民节约用水良好风尚，切实保

护好“亚洲水塔”。要牢记总书记“人民

就 是 江 山 。 我 们 共 产 党 打 江 山 、守 江

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

心。”的谆谆教导，紧紧围绕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坚持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

把方便实惠送给群众，切实解决好各族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各族群众的心

和党贴得更近。要结合西藏实际，坚持

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

升就业质量，大力发展建材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实现农牧民务工稳定增收。要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大农技推广，确

保青稞增产和青稞安全。要抓住西藏

藏医药大学新校区项目建设的宝贵机

遇，加快推进藏医药传承保护、守正创

新。要以建强基层组织为抓手，做好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后续帮扶工作，确保搬

迁群众住得下、能融入、逐步能致富。

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总书记

关于机要密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两个维护”的

高度，明确职责、把握方向、服务大局，

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切实加强机

要密码工作。

会议充分肯定了近段时间以来，各

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狠抓维稳各

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系统分析了当前面

临的形势任务和风险挑战。会议强调，

要围绕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关

于确保西藏长治久安的新要求，树牢国

家总体安全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决克

服松懈麻痹思想，坚持系统观念，对各

类风险苗头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

早发现、早处置，既防“黑天鹅”又防“灰

犀牛”，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

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以深

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抓手，切实

压紧压实责任，充分发挥好政法队伍在

推进“四件大事”等工作中的作用。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促进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旗帜鲜明消除

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

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要坚持做好信访工作，始终把人民

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换位思考、带

着 感 情 做 工 作 ，变 群 众 上 访 为 干 部 下

访, 着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要继续把防

输 入 摆 在 首 位 ，落 实 落 细 各 项 防 控 举

措，精准做好疫情监测和防控工作，严

肃执纪问责，切实筑牢边境疫情防控屏

障，坚决御疫情于国门之外。

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精神等

坚定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奋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吴英杰主持

本报拉萨 5 月 18 日讯（冯骥 秦

华）17 日，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通报暨经济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 ，安 排 下 一 步 工 作 。 区 党 委 副 书

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区 党 委 常 委 会 会 议 工 作 安 排 ，坚 持

“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把生

态文明建设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和全过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

展格局，聚焦“四件大事”，抢抓机遇、

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姜杰主持，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白玛旺堆，自治区副主席多吉

次珠、坚参、张永泽、张延清、任维、普

布顿珠、王勇出席。

齐扎拉指出，今年以来，在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导下，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

部群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

向 好 、好 中 趋 优 的 良 好 态 势 。 一 季

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75.7 亿元，同

比 增 长 17.5%，两 年 平 均 增 速 8.9%；

“3+4”产业增加值 99.7 亿元；城乡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1.4%和 16.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同比增长 46.2%。当前全区市场主体

37.9万户，同比增长 12.6%。

齐扎拉要求，要紧盯目标，对标

对表政府工作报告任务，把握战略机

遇“窗口期”，认真检视短板弱项，加

强调度，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要创新发展，加大创新研

发投入，深度参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考，启动“揭榜挂帅”机制和科技

重大专项“军令状”制度。

（下转第三版）

齐扎拉在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暨经济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坚持目标导向 狠抓工作落实
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本报拉萨5月18日讯（记者 央金

卓玛 实习生 芮怡星）日前，记者从拉

萨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0 年拉萨

市主要江河湖泊、国控断面、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100%，城市水系水质持续

保持良好。

据介绍，近年来，拉萨市生态环

境局不断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优化调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完成 21 个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优

化调整，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加大污

水 直 排 问 题 的 监 督 检 查 力 度 ，加 强

工 业 企 业 水 污 染 防 治 ，持 续 监 督 矿

业 企 业 废 水“ 零 排 放 ”；加 强 对 医 疗

机 构 的 监 督 监 管 ，进 一 步 规 范 医 疗

废 水 处 置 环 节 ；大 力 推 进 拉 萨 河 流

域 曲 水 县 曲 甫 村 水 源 地 保 护 工 程 、

拉萨河墨竹工卡县至城区段水生态

综合修复治理工程（一期）等工程项

目；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落实自

治区专项资金 550 万元，在堆龙德庆

区 、林 周 县 开 展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试点示范工程。

下 一 步 ，拉 萨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将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确

保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向 好 ，为 构 建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更大贡献。

拉萨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标率100%

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深处，曾被称作我国最后

一座陆路孤岛；

这里，生活着中国夏尔巴人的一支，人们世代渴

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里是定结县陈塘镇。这里是增巴从小生长的

地方，也是增巴为之奋斗、挥洒汗水，贡献青春的地

方。

路，这个字眼，几乎与增巴所有的人生经验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路，这个字眼，也因增巴平凡而独特的奋斗人生

有着特殊的含义。

“第一次出大山，我们走了三天三夜”

从记事起，增巴就开始跟着父母、哥哥在山里放

牛砍柴。每年，只有等到春暖花开、冰雪解冻后，增巴

一家和镇里的其他人才能沿着曲折的山路走上三、四

天，带着自制的锄头把儿去日屋镇换取盐巴。

回忆起儿时窘迫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巴说：“那时

候，父母和哥哥到对岸的尼泊尔去打工，工资仅能够

填饱肚子。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全家也没有被褥，只

能裹着牛皮入睡，靠着烧柴照明取暖。”

10 岁以前，增巴在陈塘镇仅有的一所村小学就

读。那时候，整个陈塘镇也就一名教师，只能教到小

学三年级。

1986 年的秋季，增巴第一次跨出陈塘沟看到外面

的世界。这一年，增巴和陈塘镇 20 名小学生去定结

县城读四年级，这也是陈塘镇自建国以来第一批走出

山沟沟到外面求学的孩子。

“那时由长我五岁的哥哥陪着，我记得光从陈塘

镇到萨尔乡我们就走了三天三夜。饿了，就啃点随身

带的鸡爪谷糌粑，渴了就喝点山路上的溪水，困了就

在沿途找一个山洞睡觉。为了换取一点生活费，父母

在我上学前还赶制了十几个竹筐，我们哥俩还要背到

县城去卖了换取生活费。”增巴告诉记者。

在走出陈塘镇之前，增巴甚至都没有穿过一双鞋

子。那时候，陈塘镇人穿的都是自家打的草鞋，即使

村里条件最好的人家，也只能穿上牛皮缝制的简易鞋

子。

“走到日屋镇的时候，哥哥给我买了一双黄胶

鞋，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穿上一双真正意义上的

鞋子！”

（下转第二版）

喜 马 拉 雅 深 处 的 奋 斗 路
本报记者 张斌 陈林

配图：增巴带领森林巡逻队在林区巡山。

本报记者 张斌 陈林 摄

《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

（简称《条例》）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由西藏自治区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0

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一年来，这部贯彻中央要求、顺应时代潮流、符

合宪法精神、彰显西藏特色、体现人民意志的重要

法规深刻融入西藏各族儿女的交往交流之中，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深入人心，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馨画面遍布雪域高原的各

个角落。

良法顺应民心民意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像阳光雨

露，滋养着雪域高原各族儿女。

5 月，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如期在拉萨河南

岸的慈觉林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开演，前来观看

的观众络绎不绝，他们遥想着 1300 多年前唐蕃联姻

的传奇故事，循着文成公主的足迹，聆听汉藏和美

的动人诗篇。

在比如县茶曲乡，位于怒江边上的文成公主广

场壁画雕塑，记录着文成公主带来的工匠教授当地

百姓种植作物、改进工具的历史场景，述说着汉藏

友好的动人故事。

民族团结的种子，千年前就已经撒下；民族团

结的故事，始终传唱不衰。

李广辉是甘肃张掖人，父母早亡，由姐姐养大，

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在日喀则市桑珠

孜区江洛康萨社区工地，李广辉认识了藏族姑娘

德吉，并结了婚。“我的家人都在这里，西藏就是我

的家！”

2014 年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江

洛康萨社区，共有藏、汉、回、蒙古等 13 个民族的群

众共同生活，有藏汉家庭 97 户。李广辉一家就是其

中之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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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三版 时政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