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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4日讯（记者 蒋翠莲 常川 ）4 日上

午，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拉萨主持召开区党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

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通知精神，示范带动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确保学深悟

透、入脑入心，凝聚起奋力开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会上，吴英杰、洛桑江村、齐扎拉、庄严、严金海、

旦科、姜杰、何文浩、白玛旺堆、刘江、王卫东、陈永奇、

汪海洲就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光芒，是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我们党踏

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政治宣

言，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 9500 多万共产党员的政治动

员，是指引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纲领性文献。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

“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坚定坚决地贯彻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按照“六个

深入领会”的要求，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各级党委（党组）会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重要内容、支部学习首要内容，精心组织学习研

讨，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

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广泛开展宣讲活

动，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党校（行政院校）主体班次培

训、高校思想教育等工作，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

化宣传宣讲。要发挥好新媒体作用，加强新闻宣传，

营造浓厚舆论氛围。要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引导干部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步深化共识、凝

聚力量。要积极开展对外宣介，讲好中国西藏故事。

要加强组织实施，强化组织领导，把学习贯彻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西藏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结合起来，与党

史学习教育、“三更”专题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结

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抓好“四件大事”、实

现“四个确保”上来，用实际工作成效体现对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绝对忠诚。

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地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埋头苦干，

以赶考的历史清醒和坚定执着，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

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要深刻认识百年大党开创的“四个伟大成就”，

增强感恩奋进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要站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大势，增强

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要深刻认识百年大党的领导核心极端重要性，更

加自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我们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历史是党百年历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西藏短短 70 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巨变

中，深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社会

主义新西藏，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下转第三版）

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奋力开创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吴英杰主持

本报拉萨7月 4日讯（记者 冯骥）2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

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听取

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抓好稳定、强边工作情况汇报及

下一步工作安排；研究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推进医疗保障基金制度体系改

革等事宜。

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全区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

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狠

抓各项任务落实，稳定、强边工作取得

的成绩。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

学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精神结合起来，按照区党委常委会会

议安排，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

家大局中来思考谋划，牢牢把握西藏

工 作 的 着 眼 点 着 力 点 和 出 发 点 落 脚

点，做好反分裂工作、维护国家安全。

会议要求，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

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始终绷紧维护

稳定这根弦，抓实抓细抓好各项维稳

举措，确保社会大局持续长期全面稳

定；要旗帜鲜明开展反分裂斗争，保持

对分裂破坏活动的高压严打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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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育整顿效

果体现在维护稳定上；要始终把人民

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着力为群众

排忧解难；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

党政军警民合力，形成维护稳定的铜

墙铁壁。

会议要求，要全力支持国边防建

设，把项目资金更多向边境一线倾斜，

把公共服务向边境地区延伸，大力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边防保障能力；

（下转第三版）

齐扎拉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听取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抓好稳定强边工作情况汇报等

“再唱山歌给党听，我把歌儿献给

你，五十六个民族同唱一首歌，我们一

起再唱山歌……”

近日，日喀则亚东县上亚东乡东

嘎寺，张经武将军雕像前，亚东县上亚

东乡岗古村、如丙岗村和驻村工作队

的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冒着漓漓细雨，

聚焦在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他

们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东嘎爱国主义

教 育 基 地 、齐 声 高 唱《再 唱 山 歌 给 党

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195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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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后不久，在亲帝国主义分子的

挟持下，十四世达赖从拉萨来到亚东，

伺机从这里逃往印度。遵照毛泽东主

席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

经武将军经过香港、取道印度，跋山涉

水、几经辗转，于 7月 14日赶到亚东，在

东嘎寺与达赖举行会晤，说服达赖返

回拉萨。

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亚东县上亚东乡组

织开展了此次“铭记党的光辉历程 主

动作为再创辉煌”主题党日活动。参

加活动的党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踏寻红色足迹，深切缅怀张经武将军

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先辈走过的光

辉历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党

日 活 动 让 党 员 在 思 想 上 受 到 一 次 洗

礼，深切体会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和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来 之 不 易 ，对“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

认识，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事创业的

激情。

今年 67 岁的米玛拉姆是岗古村的

老党员。在反映新旧西藏对比的展板

前，老人驻足良久。她感慨地说，共产

党的恩情永远不能忘。2011 年亚东地

震后，她搬到了现在的三岗村，住上两

层小楼房，家里的小孙女在家门口就

能上幼儿园。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一

应俱全，美好生活甜如蜜。

上亚东乡如丙岗村党支部书记次

仁罗旦带着村里的 19 名党员参加了主

题党日活动。上午，他带领党员们打

扫了全村的卫生，填平了凹凸不平的

村路。“张经武将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他历经艰辛万难来到亚东，途中

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作

为一名支部书记，一定积极履行自己

的责任和义务，带领干部群众把家乡

建设得更好。”他说。

亚东县上亚东乡：

再 唱 山 歌 给 党 听
本报日喀则报道组

“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

的记忆”。

“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

“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

子走”。

“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

费！”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粮食安全问题。一次次考察，他常常揭开贫困

户家的锅盖，了解老乡吃什么；一次次调研，他深

入田间地头，看庄稼长势、听农民心声；对于浪费

粮食的问题，他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百姓吃饭大于天

一把麦子一碗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有着

特殊的重量。

（下转第三版）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近年来，日喀则市进一步加大对湿地、土壤、水源等重点区域的保护与建设力度，因地制宜多方位多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

理，绿色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图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甲措雄乡年楚河流域湿地。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

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里的悠悠吟

唱，穿越千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变

成了现实；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历经百年沧

桑，把全面小康的里程碑树立在复兴之路上。

对中国人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国

家发展巨变的雄壮交响，也是人民笑颜绽放的鲜

活故事。它书写在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里，

书写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书写

在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的绿道、不断改善

的居住环境里，书写在让人民生活“一年更比一

年好”的不变追求里……

翻开世界各国的史册，不乏繁华的历史，不

乏骄人的盛世，但鲜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能像

今天的中国这样，致力于“一个不少”“一个不落”

的全面福祉，能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取得如此显著

的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 7.7 亿农

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

人口 70%以上，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的版

图，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人均 GDP 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美元到 2019 年突破 1 万美

元，让人均 GDP 超过 1万美元的世界人口翻了一

番，在 14 亿多人口的规模下，人均 GDP1 万美元

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更让人充满信心。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我们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世纪伟业，把光荣与梦想写在了历史深处；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还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

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身后是波

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面前是喷薄而出的曙光！

（二）许多时候，鲜明的时代感，在与历史的

对照中油然而生。

“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

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席话，引起了

人们的强烈共鸣。

上了年纪的人，对这样的场景都不陌生：夜

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母亲做针线，孩

子写作业。那时候，“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

就是人们对未来的真切向往。人们所思所盼的

是如何解决温饱，梦寐以求的是拥有自行车、缝

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万元户”更是许多

家庭奋斗的目标。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

术，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

考察热潮。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大，给

人们带来很大震动：“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

么落后”“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从“8 亿人吃不饱”到“14 亿多人要吃好”，从

拥挤缓慢的绿皮火车到闪亮全球的高铁名片，从

一针难求的青霉素到向全球提供超过 4.8 亿剂新

冠疫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35 岁提高到 77.3 岁，钢铁产量从不够“每人打一

把菜刀”发展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

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3679 亿元增长到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生产生活的变化，展现着全面小

康的深远意义；举世瞩目的成就，构筑起中国人

民的自信基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八国联军攻占的耻辱进

入 20 世纪的。1900 年，列强军队在紫禁城阅兵

庆祝胜利，北京大街小巷遍悬占领军国旗。鸦片

战争后，从“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

“思想文化不如人”，中国人饱受欺凌和屈辱，民

族自信心更是跌入了谷底，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

困惑：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

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不了解数千年

的灿烂文明，就无法读懂中华民族的复兴意志；

不理解上百年的苦难屈辱，就难以体会中国人的

小康梦想。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正因为它如此持久，

才更为深沉；正因为它如此曲折，才更显珍贵；正

因为它如此艰难，才更加震撼。 （下转第四版）

继 往 开 来 的 世 纪 伟 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