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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70 年来，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和西藏

实际相结合在雪域高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使西藏走

上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道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成功走进新时代。

70 年来，西藏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

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

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西藏实际相结合，完成了和平解放、

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三件大事

1949 年，随着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解放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正

式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并针对西藏的实

际情况，采取慎重稳进的策略，确定了和平解放

的方针。同时，坚持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的思

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势力的干涉。随

后，解放军以战促和，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彻底

打破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幻想。1951 年 2 月，西藏

地方政府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

谈判。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于 5 月 23 日签订了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从此实

现了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将马克

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处理好中国

的民族实际问题、与西藏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的产

物，标志着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了西藏，使西

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

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之中。

1959 年 3 月，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西

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

动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

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

主改革运动。随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农区开

展了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和

进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在牧区开展了

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

两利”运动，在寺庙开展了反叛乱、反封建特权、

反封建剥削和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

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运动，在城镇开展了反

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

租减息的“四反双减”运动，并分期分批地对边境

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获

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西藏的主人。对

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

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

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

配给农奴和奴隶。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

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焕发出了空前

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迅速改变了西藏的社会面貌

和生活条件。

和平解放之初，西藏存在“三面四方”的政治

格局。“三面”是指：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昌都地

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

“四方”是指这“三面”和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

员会。叛乱发生后，1959 年 3 月 28 日，国务院下

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

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

会。至此，西藏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

彻底结束。在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共中央要求

在西藏建立各级政权组织。到 1960 年底，全区

建立了区级政权 283 个、乡级政权 1009 个，78 个

县和 8 个专区（7 个专员公署和拉萨市）建立了

人民政权。1961 年 4 月 21 日，党中央作出指示：

“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西藏自治

区。”到 1965 年 8 月，西藏的县乡选举工作基本

完成，9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确立，结束了西藏地方政治形

态与国家政治形态不一致的局面，顺利实现了国

家主权和政令的统一。

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西藏的现代

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平解放为西藏打开

了走向现代化的大门，民主改革从根本上调整了

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自治区的成立则意味

着西藏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西藏历史

的新纪元。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为指导，引领西藏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推动西藏工作取得一个
又一个里程碑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

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

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认识不断深化，在

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深层次、根本性的改革举

措，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区情的方针政策，推

动西藏工作取得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拨乱反正，开拓西藏工作新局面。1980 年 3

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西

藏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确定了“减免放”

的政策，即减轻农牧民负担、免征免派购、放宽政

策，标志着西藏农牧区经济改革的起步，西藏开

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此后，整党整风、平反冤

假错案、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文革”时

期各个领域极“左”错误等逐渐走向深入，西藏

的各项工作有序恢复。1984 年 2 月至 3 月，中央

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在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的基础上对西藏进行深刻“再认识”，既要看到

西藏与全国各地存在的共性，又不能否认其特

殊性。会议确定了“一个解放，两个转变”的经

济工作指导思想。“一个解放”，即解放思想；“两

个转变”，即西藏经济要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

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

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分析问题和统一认识的基

础上，制定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并且提出

“两个为主”的方针。

1989 年 10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常

委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西藏工作要

紧紧抓住两件大事，即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

济，并提出了旨在稳定西藏社会局势，发展西藏

经济的“十条意见”，即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十

条指示”，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

折点”。自治区党委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讨论西藏工作的会议精神，形成了一系列贯彻实

施意见，使西藏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1994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

对西藏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的第三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首先明

确“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西藏工作的重

要性”。会议明确，“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

保”为西藏工作的长期指导方针，确定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两手都要

硬”的加快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逐步建

立新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加快

改革开放步伐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发挥全国支

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西

藏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增强后劲。确定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全国

15 个援藏省市“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

的方针，进一步加大援藏工作力度，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西藏工作的第一个“里程碑”。

2001 年 6 月，在新世纪之初、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

作座谈会。会议明确了新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指

导思想，部署了在新世纪初促进西藏从加快发展

到推动跨越式发展、从保持基本稳定到实现长治

久安的历史任务，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工作的

第二个“里程碑”。

2010 年 1 月，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

这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西

藏跨越式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会议对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做了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第一次提出，西藏除了社会主要矛盾，

还存在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

力之间的特殊矛盾，这为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提

供了理论基础。要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

特点的发展路子，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表

明中央对西藏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会议总

结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8 年来西藏工作的

主要经验，提出了“七个必须”。继承和发展了第

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反分裂斗争方

针：即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

人心、强基固本的方针。根据西藏发展面临的特

殊困难，明确提出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延长到 2020

年，并且要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直辖市）、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要建立援藏资金

稳定增长机制。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西藏的面貌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变：经济实现连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

实现大突破；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真正

实现安居乐业；各族群众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思

想得到较大解放；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彻底打破

高原的封闭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西藏进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心系西藏各族人民，着

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西藏发展稳定面临

的新形势新挑战，创造性提出了“治边稳藏”的重

要战略思想，开辟了党治理西藏的新境界。

理论上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

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把

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5 年 8 月，在中央

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我

们党经营治理西藏 60 多年来的经验，提出了“六

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党的治藏方略。2020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根据党的

十八大以来西藏面临形势和任务的深刻变化，我

们党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

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以“十个

必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党的

治藏方略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提出，是我们

党在边疆治理方面增强理论自觉、勇于推进理论

创新的光辉典范。

情感上的新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

西藏各族人民，对西藏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生活、

经济社会发展和军民固边守边寄予了厚望和重

托。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接受班

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希望班禅继承藏

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胸怀祖国，心系人

民，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2017年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总书记给隆子县玉麦乡

群众回信，勉励他们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

家园的建设者。2018 年 10 月，在西藏民族大学

建校 60 周年之际，总书记发贺信充分肯定了西

藏 民 族 大 学 取 得 的 成 绩 并 提 出 了 殷 切 期 望 。

2020 年 2 月，总书记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

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勉励他们练就过

硬本领、服务基层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

了“十二五”3305 亿元和“十三五”6576 亿元中央

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了惠及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为西藏

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实践上的新成就。进入新时代的西藏，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持续稳定，生态环境良好，各项事

业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正阔步向着努力建设团结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宏

伟目标昂扬奋进。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运营里程

954 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1.88 万公里，其

中高等级公路通车里程 688 公里，建成通航机场

5 个，一个由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多种运输

方式组成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呈现在“世界

屋脊”上。生态环境方面，监测数据表明，西藏高

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总体趋好，绝大部分

区域处于原生状态，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坚持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

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社会大局持续全面稳定，

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多年保持在 99%以

上。尤其是经过多年艰苦努力，2019 年年底，西

藏 74个贫困县区全部脱贫摘帽，62.8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消除了长期困扰西藏

各族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西藏各族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和创造的历史

伟业，必须看到西藏面貌之所以“换了人间”，是

由于西藏社会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

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发展实现了从贫穷落

后向文明进步的历史性跨越。如今，进入新时代

的西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正与全国同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西藏的新征程。

一、彪炳千秋，西藏社会实现了

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

历史性跨越

众所周知，历史上西藏长期维持着人类史上

最为黑暗、残酷、野蛮、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

奴制度，约占人口 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

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构成的农奴主阶级不仅

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农奴人身，“人

不无主、地不无差”这一流行于旧西藏的话就是

真实写照，广大农奴世代遭受着政治上的压迫、

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列宁说，“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

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旧西

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

点，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 20 世

纪 50 年代，西藏的农业仍停滞在粗放耕作甚至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农奴主剥削农奴攫

取的社会财富，除供养僧俗官员和蓄养奴仆外，

其余的全部用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耗费，简单再生

产都成了大问题，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导致整

个社会经济衰败、萎缩、凋敝和人口减少。加之，

近代以来西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整个社

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广大农奴深陷饥寒交迫的

悲苦境地，“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

只有自己的脚印”，这是广大农奴遭受深重灾难

的生动写照。当时，西藏上层的少数有识之士，

如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以

及后来的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等，都得出了

相同的结论：旧西藏经济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

缘，整个社会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

略，不仅从经济上加深了西藏人民的苦难，还带

来了严重的政治恶果。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

培植的亲帝分裂势力，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分裂中

国、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破坏活动。所谓“西

藏独立”就肇始于旧西藏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解放西藏各族人民、完成祖国大陆完全解放，是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毛泽东

同志在策划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布局中，感到“西

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面对当时

帝国主义势力和亲帝分裂分子大搞“西藏独立”

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同志及时作出了“进军西藏

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并从西藏实际出发，制

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50 年春，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并于同

年 10 月胜利地进行了昌都战役，为和平解放西

藏的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1年 5月 23日，

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

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平解放结束

了西藏内部长期混乱和纷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

大团结，完成了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彻底改变

了西藏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和平解放使西藏社会的变革具有了总体趋

势的确定性，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是不会主动

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搞了种种破坏协议、阻挠

西藏社会改革的阴谋活动，公然于 1959年 3月 10

日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武装叛乱。中国

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边平叛边改革，掀起了

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埋葬了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分

得了土地、牲畜、草场等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的激

情、创造财富的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西藏历史上

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西藏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 年 9 月 1 日，西藏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产

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西藏自治区及其

自治机关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

权，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各族人

民依法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

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真正成为了主

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

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全面进步。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是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开辟出的一条全

新道路，体现了中国历史演变的大逻辑，顺应了西

藏各族人民的期待，既保证了国家的团结统一，又

实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在西藏的实践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

民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改造发展成为生机勃勃

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谱写人类发展进步壮丽史诗

的奋进历程；是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西藏

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阔步前进，创造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人间奇迹的辉煌历程。

二、惠泽万代，西藏发展实现

了由贫穷落后向文明进步的历史

性跨越

西藏和平解放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

共产党人把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作为初心使

命。早在 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致敬团

时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

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民主

改革基本完成后，推行“稳定发展”的方针，西藏农

牧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1965年，西藏粮食总产

量 达 到 29 万 吨 ，比 民 主 改 革 前 的 1958 年 增 长

66.1%，牲畜存栏总数达到 1701 万头（只、匹），比

1958年增长 54.1%。国家还从物质、技术、人力等

方面给予西藏巨大的帮助，西藏的交通、教育、文

化、卫生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使西藏顺

利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 7 次召开西藏工作

座谈会，这在边疆民族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

也是绝无仅有的。每次会议都根据现实情况，站

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谋划推进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使西藏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不断加大对西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力度，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

主持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

力支持下，西藏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西藏农牧业彻底走出了靠天吃饭、靠天养畜

的局面，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由 1959

年的 18.29 万吨增加到 2020 年的 103 万吨。2020

年，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162 家，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65%，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达 57 亿元。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

建立起了 20 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增

加 值 从 1959 年 的 0.15 亿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145.16 亿元。高原生物、旅游文化、清洁能源、绿

色工业、现代服务、边贸物流、高新数字等特色优

势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经

济总量从 1959 年的 1.7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902.74 亿元。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如

今铁路、航空、公路四通八达，电网、互联网进村

入户，实现了从人背马驮到“天路”横越的时空转

换。2020 年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 11.88 万公里，

高等级公路通车里程达 688 公里，铁路运营里程

达 954公里，国际国内航线达 140条，通航城市 66

个。水利设施日益完善，防洪抗旱能力持续增

强。和平解放前，旧西藏仅有一座 125 千瓦、仅

供少数上层贵族且断续发电的小水电站，如今区

内电网联为一体，主电网覆盖 74 个县区，用电人

口全覆盖。“一网一云一中心”信息化架构体系基

本建成，从珠峰之巅到金沙江畔，从羌塘草原到

边境村镇，现代通信飞入寻常百姓家、联通世界。

西藏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幸福指数

大幅提升。民主改革前，广大农奴食不果腹、衣

不遮体，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 41156 元和 14598 元。义务教育“三包”政策全

面落实，15 年免费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 95%。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逐步形成，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制度和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公共医疗保障制度实现

全覆盖，人均预期寿命从旧西藏的 35.5 岁提高到

现在的 71.1 岁。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格萨

尔、藏纸、藏戏等世界文化遗产璀璨夺目，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

盖率达 99%以上。

新时代的西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安全屏障

切实筑牢，民族团结日益巩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日趋适应，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呈现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繁荣景象。尤其是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的省

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现行标准下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74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26.6万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顺利入住，扶贫产业项目直接带

动 23.8 万群众脱贫，11.1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

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概括为十三个方面，其中一

个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纵观新西藏发展史，

不难看出，新西藏发展史就是充分体现这一显著

优势的历史。中央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建设，以

优惠的政策和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持续支持、

不断推动西藏发展进步。和平解放初期，进藏人

民解放军和专业技术人员就积极投身西藏革命和

建设事业，以后又有大量的内地干部、技术人员、

医生、教师、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西藏，

为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

放以来，中央作出“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重大战

略决策，进一步对西藏的发展在资金、技术和人才

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仅“十三五”期间中央政府

就向西藏投资 3136 亿元，推动形成了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的援藏格局。正是中央的关怀和全

国各族人民的援助，为西藏实现由贫穷落后向文

明进步的历史性跨越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信，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一定能够在实现共同富

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光明大道上，谱写好建设团

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的新篇章。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社科院院长）

新西藏成功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
索林

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
刘文珍 万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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