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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故 事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6月 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就根哥布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和根哥斯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夫人彭丽媛谨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纳两国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传统友谊得到深化。我高度重视中纳关系发展，愿同根哥布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向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致慰问电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街道通嘎社区，由居民

大会表决通过的《居民公约》作为社区群众的“行为准

则”，每过几年就会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修改。社

区干部阿奴说：“从以前的《村规民约》到现在的《居民

公约》，几十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加强民族

团结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

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持依法推进民族事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

断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维护

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

力点，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

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在西藏大

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实施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法可依，让各族人民积极

投身于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促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

助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 关 系 的 不 断 巩 固 。”回 忆 起

1984 年我国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教 37 年的

拉萨市退休教师次旦平措感慨道。

1984 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完善了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制度、法律

保障，各项民生事业得到优先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进一步继承、保护和发展。几十年来，党中央

为西藏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

金，在较少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实施的“兴边富民”政

策，为民族地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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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伟大

实践不断得到深化。全区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坚

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加强民族平

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西藏各族人民积极

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2018 年 1 月 18 日公布

的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439 名代表中，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共 289 人，占 65.83%；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历届委员中绝大

多数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

为保证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同管理原则的落实，我

区在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设立民族乡保障人口较少民

族的权益。共设立了 9个民族乡，其中门巴民族乡 5个、

珞巴民族乡 3个、纳西民族乡 1个。同时，扎实做好少数

民族干部人才培养工作，打造了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

作上有本事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谱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
藏篇章

由自治区话剧团编演的话剧《八廓街北院》，讲述

了八廓街北院里藏、汉、回等各民族几十年的市井生

活，歌颂了伟大时代下的民族团结情谊。

在 拉 萨 工 作 生 活 的“ 藏 二 代 ”张 峻 观 看 该 剧 后

说：“剧中出现的回藏、藏汉联姻婚礼场面热闹喜庆，

让人感受到大院‘一家人’的气氛，‘共饮一井水，同

为一家人’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的真实写照！”

（下转第三版）

携 手 同 心 迈 步 新 征 程
—新西藏70年系列述评之民族团结篇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实习生 尼玛拉珍

图为拉萨市第一小学 60年校庆时，全校学生盛装在布达拉宫广场合影留念。（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走进错那县麻麻门巴民族乡麻麻生态文明小

康示范村，一栋栋藏式小楼整齐排列，街道干净整

洁，临街的人家大多挂着“家庭旅馆”的招牌。

麻麻门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赵恒告诉记者：“现

在，麻麻村 106户群众中，84户开办了家庭旅馆，户均

年增收三四万元。”

麻麻村只是错那县边境小康村建设取得丰硕

成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错那县重点围绕边境小康村建设，扎

实推动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 幸福家园建设者”

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团结带领群众走出了一条

小康村建设推动边境繁荣发展之路。截至目前，该

县规划建设的 27个边境小康村已建成 23个，惠及群

众 1292户 3966人。

示范建设 深入推进

如今，利用小长假到勒布沟“吸氧”，已成为不

少群众特别是高海拔地区群众的“首选”。勒布沟

的出名，缘于麻麻门巴民族乡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

范村的建设。

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从2014年开始建设，到

2015年入住、2016年开办家庭旅馆，该村群众卓玛是参

与者，也是受益者。她说：“现在，我虽然不开茶馆，专营

家庭旅馆了，一年的收入同样能增加10万元左右。”

2016 年，卓玛利用“小康房”办起了拥有 5 间客

房、10 个床位的家庭旅馆，如今，客房数已经增加到

了 8 间、床位数增加到了 16 个。卓玛说：“之所以每

年能稳定增收 10 万元左右，都源于边境小康村的建

设，基础设施的完善，让我们村吸引了更多游客。”

在经营家庭旅馆过程中，错那县向麻麻村经营

者免费提供了设备、组织开展相关技能培训……

“扶上马”“送一程”，逐渐把麻麻村打造成了错那县

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样板。

赵恒告诉记者：“如今，周边乡村也在麻麻村的

带动下吃上了‘旅游饭’，大家的小康生活越过越好。”

近年来，错那县在深入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的

同时，该线沿 268 公里边境线，构建了“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以点串线、以线带面、不留空白点、不留死

角”的固边防控格局，打造守边巡边体系，确保边疆

安全巩固、边境繁荣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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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珠扎西，男，藏族，中共党员，出生

在地处中、印、尼三国交界的阿里地区普

兰县。经历过新旧社会变革的他，从小热

爱祖国、热爱党，17岁当了民兵，20岁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剿匪斗争中当过解放

军的向导，常年在洛巴组参加边境巡逻。

2016 年，67 岁高龄的顿珠扎西决定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一名老党员对党

的忠诚和热爱。他在普兰镇西德村洛巴

组的自家院子里搭建升旗台，举行升旗

仪式。首先，他在附近的工地上搜集钢

管，把每个钢管的一端磨细，插入另一根

钢管中，把几根钢管连接在一起，做成了

十几米长的旗杆。然后，他用盖房子剩

下的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在院子里砌

了一个方形的水泥台子，再把旗杆插进

水泥台，就这样，一个简易的升旗台便完

成了。升旗台搭好后，他和老伴益西桑

姆每周星期一以及重要节日、纪念日、假

期都会举行升旗仪式。虽然条件简陋，

但每次升旗，老两口都会梳洗打扮、换上

盛装、全情投入，用扩音器播放着国歌，

顿珠扎西庄重地把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益西桑姆说：“升国旗在我心中不是简单

的仪式，我不知道怎么样升旗更规范，但

是我们内心想做这件事，想用这样的行

动来表达对党、对国家的感恩和热爱。

我们能有今天和平幸福的新生活，要懂

得感恩。”

顿珠扎西和他的老伴坚持年复一

年、风雨无阻地在自家院子里举行简单

而庄重的升旗仪式，在洛巴组的屋舍之

间，在边境一线的天空下，总有一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他们每个月都会

更换一面新的国旗，并把换下来的国旗

叠放整齐，存放起来。顿珠扎西说，他的

一生是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下度过

的。现在大家的生产生活条件好了，思

想境界和精神面貌也要跟着提高，升旗

仪式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同时，他也想

通过升旗这一行动影响和带领周边群众

进一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退休后的顿珠扎西也成为了洛巴

组的义务宣传员，他经常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向群众宣传新旧社会的变化和党

的惠民政策。他常说：“我的房子是驻

村工作队帮忙盖的，每年我和老伴的各

种政策性收入和补贴达 2.5 万元，村里

的合作社每年还分红。正是有了党和

国家的一系列特殊关怀，才有了我们今

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一定要知道惠从

何来、惠在何处、恩向谁报。”

顿珠扎西说：“我想通过举行升国

旗仪式，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神圣国土

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并让我的儿子继续坚持。”

（本故事文字由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边境一线

本报拉萨6月 3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3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

况发布会，发布的《2020 年西藏自治

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涵盖水、大

气、声、土壤、辐射、草地、森林、湿

地、生物多样性等基本情况。公报

显示，2020 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总体保持稳定，西藏仍然是世界

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税燕

萍介绍说，2020 年，我区主要江河、

湖泊水质整体保持良好，达到国家

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澜

沧江、金沙江、雅鲁藏布江、怒江干

流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Ⅱ类标准；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

等 流 经 重 要 城 镇 的 河 流 水 质 达 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发源于珠穆朗玛峰的绒布河水质达

到Ⅰ类标准。

全区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

良，全区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99.4%。珠穆朗玛峰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在优良状态，达

到一级标准。在声环境方面，拉萨

市、日喀则市、林芝市、昌都市声环

境质量持续保持稳定。全区辐射环

境质量保持良好。全区 9 个辐射环

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连续γ剂量率监

测结果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

围之内。

本报拉萨6月 3日讯（记者 杨子彦

王雅慧）日前，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

协党组书记庄严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

2021年第五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给《文史

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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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区党

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雷桂龙，

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亚蔺、桑杰扎

巴、卓嘎、江措拉姆、杜建功出席会议。

庄严指出，全区各级政协组织、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在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同时，

把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

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结合起来，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和政协界别作用，重点围绕“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走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等

方面忠诚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有力

有序有效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推进西藏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措施。

庄严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

学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

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上来，强化

理论武装，学好用好文史哲，不断提高

工作能力和水平。 （下转第三版）

庄严主持区政协党组2021年第五次会议强调

发挥好西藏政协独特优势作用
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图为仲巴县境内的藏野驴自由奔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李键）近年来，西藏持续深化农

牧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加 快 发 展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产 品 生

产。数据显示，2020 年西藏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162

家 ，农 畜 产 品 加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57 亿 元 ，比 2015 年 翻 了 一

番。大量初级农产品经过深加工后，变成琳琅满目的特色

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平均海拔 4300 多米的当雄，是拉萨有名的牧业基地。

相比过去传统的牦牛肉销售，当雄县于 2015 年推出了有“身

份证”的牦牛肉。在这种模式下，电子芯片在牦牛出生时便

植入身体，上面记录养殖户基本情况和牲畜健康状况、免疫

情况、疫苗接种等信息。待牦牛检查合格宰杀后可做成牛

排、牛腩等数十种产品，同时每块牛肉都有编号、重量、牧民

号、监督电话等，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查验肉的品质、追溯肉

的来源。

“精加工的模式下，现在一头牦牛能卖到 15000 元以上，

是过去的近三倍。”当雄县县长其美次仁说，截至去年底，有

“身份证”的牦牛肉产量已突破 500吨，销售额突破 2000万元。

目前，西藏已建成牦牛繁育基地 21个、年育肥出栏 7万余

头，优质青稞基地 214.4 万亩、年产青稞近 80 万吨，并持续推

进牦牛、青稞等农畜产品的深加工转化，涌现出了白朗有机

蔬菜、隆子黑青稞、昌都阿旺绵羊、林芝藏香猪等一大批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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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3日电 6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我在去年 11 月提出举办上海合

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的倡议，得到各成员国热烈

响应和积极支持。相信论坛将成为各方增进了

解、深化友谊、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坚守

初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化合作。要发挥民

间外交优势，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为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由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合作组织睦

邻 友 好 合 作 委 员 会 共 同 主 办 ，当 日 在 湖 北 省 武

汉市开幕，主题为“促进民间友好，传承‘上海精

神’”。

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