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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西藏昌都市左贡县下林卡乡松古自然村至果热村公路工程一阶段施工全一标段”现已完工，所有民

工工资、机械费及材料款已全部结清，无拖欠情况，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后果自

负。

联系电话：17308942191
特此声明

中交二公局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11日

声 明
西藏中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000646618956）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办理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40100201600005 号），其中原件土地

红线图两份已遗失。

特此声明
西藏中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11日

声 明
南木林县索金乡卫生院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南木林县索金乡卫生院

2021年 8月 11日

2021 年西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是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开展的公益性地方气象事业，是我区防灾减灾、趋利避害、保障粮食生产、

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2021 年我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现已全面展开，为了确保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安全高

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国务院《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和《西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区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昌都市、阿里地区、林芝市、那曲市全

境将适时组织开展人工防雹、人工增雨（雪）、森林灭火、重大社会活动保障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望所在各级政府做好

人影作业安全宣传、教育等有关工作。广大群众应相互转告。

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中使用的火箭弹、高炮弹属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作业点及周边严禁闲杂人员和牲畜进入。

作业影响区内的单位或个人，若发现未爆炸弹丸和未完全爆炸弹丸碎片及火箭弹残片，为了您及他人的安全，严禁自

行敲击、拆卸、玩耍藏匿或转卖，应立即报告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或与当地气象局、农牧局联系，以便妥善处理。

三、因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导致意外事件发生，请马上向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和气象局或农牧局报告，并保护好现

场，以便及时对事件进行处置。

四、对违反上述公告内容的行为，应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由此造成事故的一切责任自负，给国家及他

人造成事故或损失的还应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西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0891- 6331552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强巴桑珠不慎，将警官证（警号：140951）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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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 要坚持因地制宜、水路先

行，把握“水、土、路、树、技、管”六字方针，

切实提高造林绿化工作成效。要借鉴好

的经验，打造生态林、景观林，体现层次感

和色彩，形成“一山一景、一山一色”的效

果。要针对西藏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

城乡不同需求，坚持引进树种和培育本地

树种相结合，宜林则林、宜灌则灌，针阔混

交、乔灌结合。要加大科技攻关，强化后

期管护，严防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切实提

高苗木成活率。要继续研究出台相关优

惠政策，探索工程造林、公司化运作新模

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造林绿化，实

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要积极引

导干部群众继承弘扬优良传统，自觉培养

生态意识，全力营造爱绿护绿浓厚氛围。

（上接第一版）

温暖的阳光照进房屋，主人新

添的酥油茶飘着香气。听康萨老

人 说 起 过 去 的 苦 难 ，犹 如 乌 云 飘

来。望向远处，白雪皑皑，这唐古

拉山的气候啊，再糟糕也糟糕不过

旧西藏的黑暗！

绿色江源

康 格 拉 山 口 亦 称 郭 纽 拉 山

口。郭曲和纽曲从这里发源，流进

当曲，汇入长江。受雪山融水滋养

的永曲草原，家养牛羊与野生动物

共享自然的馈赠。

从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入西藏

的第一渡口当曲河，到第一处湿地

尼 雅 错 格 ，再 到 最 高 的 山 口 康 格

拉，所经之处道路畅通，牧民安居。

草原风光亘古如此，今日格外

美丽；牧民生活一跃千年，已是天

翻地覆。

“ 过 去 靠 天 吃 饭 ，靠 马 出 行 。

现在，土路变成油路，汽车代替摩

托，电网也通到了家门口。”康库村

党支部书记次仁加说，“感受最深

的还是我们的腰包鼓了。”

永曲乡一份数据显示：2020 年

永曲乡经济总收入 2475 余万元，人

均收入 12417.15元。

采访组在永曲乡红色党建展

览室里看到一份改革开放前的收

入情况“三联单”，除了分配的畜产

品外，当时年人均现金收入只有两

三元。

“2018 年，随着各村合作社纷

纷成立，传统的放牧已逐渐成为牧

民记忆里的乡愁。截至目前，各村

合作社固定资产达 3000 多万元，累

计收入达 820 余万元。”永曲乡乡长

其美见参说。

共 产 党 来 了 苦 变 甜 ，新 时 代

更 有 大 变 化 。 蜕 尽 历 史 的 黑 暗 ，

永曲牧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铸起幸

福 底 色 。 如 今 ，唐 古 拉 山 南 北 正

展现出山之极、水之源、人之福的

大美画卷。

红色永曲

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路是清

代由西宁进藏的主路，南北往来的

痕迹在永曲草原依然可辨。

“查吾、康给、当拉三条路，汉

族、藏族、蒙古大通道。”说起永曲

古道，康萨老人用当地谚语生动地

表达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

当地的历史。

在永曲，像这样的谚语，当地

群众还可以讲出很多。

作为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第

一 乡 ，永 曲 乡 拥 有 感 人 的 红 色 故

事、丰富的红色资源、深厚的红色

情怀。

走进永曲乡红色党建展览室，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毛主席

铜像牌、各时期历史文件等展品琳

琅满目，有 110 多件。像这样的展

陈在西藏各乡里还真不多见。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基本每

家每户都有红色收藏的习惯。于

是我们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广泛收集红色资源，建

立了这个展览室。”永曲乡干部、展

览室讲解员索朗桑布告诉记者，牧

民群众非常珍视这些红色收藏，每

件藏品背后都写上了借展人的名

字。

一句句民俗谚语，一个个感人

故事，一件件红色珍藏，在唐古拉

山脚下绵延传承，真切地表达着永

曲牧民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爱。这

唐古拉山的气候啊！再寒冷，也抵

不过群众因信仰而在心底生发的

温暖。

两天的采访中，采访组无时无

刻不被感动着，深深感到：红心向

党，红火生活，红色传承，正是红色

永曲的真正内涵。

高 山 亘 古 挺 立 ，见 证 七 秩 蝶

变，俨如时空坐标，标注着这片土

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走向。

（上接第一版）

交通事业大发展的，何止墨脱。今天的西藏，路网

纵横：公路通车里程达 11.88 万公里，建制村村村通公

路。6 月，川藏铁路拉林段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跨江

穿隧，在这条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上飞驰。拉萨至林

芝，车程缩短至 3 个多小时。当年，第一条“天路”进藏，

幸福的歌声传遍世界屋脊；如今，“坐上火车去拉萨”已

不再新鲜，“坐上动车到拉萨”又有新体验。

雪山如海，峰岳险峻。大山阻隔的，又岂止是路。

10 年前，西藏电网还是孤网运行，电压不稳，供电时

断。10 年后，青藏电力联网、川藏电力联网、藏中电力联

网、阿里联网工程 4 条“电力天路”点亮雪域高原，主电网

覆盖全区 7地市、74个县（区）。

路畅，电稳，信息通。

从金沙江畔到珠峰之巅，从羌塘草原到边境村镇，

现代通信飞入寻常百姓家，信息高速公路通达高山大

川。如今，西藏自治区全部建制村（居）通光纤比例、4G

网络通达率均达 99%，西藏人民用上移动支付早已稀松

平常，“直播带货”已成新时尚。

新生活
从深度贫困到全面小康

阿里地区改则县城旁，记者走进一个名为“圆梦新

居”的小区，倾听奋斗圆梦的故事。

多琼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从本县偏远牧区搬来。

老房子是土坯房，全家靠天养畜，年收入不到 2000 元。

几年前，靠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多琼一家住上了县城

里的新楼房，他还找到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圆梦新居”小区的 44 户

家庭，都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每一个家庭的圆梦故

事，都温暖人心。

脱贫攻坚之初，西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

高、脱贫难度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到 2019年底，西藏 74

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62.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西藏历史性地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

波澜壮阔的巨变历程，汇聚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奋斗

与改变。从金沙江边到狮泉河畔，从雅江谷地到藏北高

原，阳光下张张笑脸的背后，是西藏人民过上好日子的

幸福。

昌都走访，两处地点，别有意味——

“黑屋子、土凳子，里面坐着牛娃子。”昌都市实验小

学，西藏第一所现代学校，上世纪 50 年代创办时条件还

不太好。校舍几经迭代，如今电子白板教室、多媒体教

室、实验室等一应俱全。学校新组建的无人机兴趣小

组，今年走上了全国舞台竞技……

昌都市人民医院，西藏第一所现代医院，当年在一

座民房里挂牌，日门诊量不过 20 人次左右。如今，这所

三甲医院集临床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急救为一体，每

年手术超过 6000台次。

点滴变化里，映射出西藏民生事业的日新月异——

70 年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

高达 95%；如今现代教育体系完备，有各级各类学校 3195

所 ，学 前 教 育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87%，小 学 净 入 学 率 达

99.93%，初中、高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 106.99%、

90.2%、56.14%。

70 年前，西藏只有 3 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

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如今已建立起健全的医疗服

务、妇幼保健、疾病防控、藏医藏药等服务体系，医疗卫

生网遍布城乡，人均寿命大幅提高。

新活力
从一穷二白到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平解放前，西藏一穷二白。起步晚、底子薄，如何

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

村。当年，翻身农奴的歌声从这里传遍雪域高原。

社区第一书记边巴次仁和记者聊增收，一时收不住

话匣子：靠近山南市区，又有红色资源，城郊经济、劳务

经济、红色旅游都是增收“金钥匙”。“发展的路子千百

条，群众致富是第一条。”

西藏城镇化率为 32%，全区人口的大头还在农牧

区。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青稞和牦牛产业则

是主力军。推良种提单产，以创新促效益。2020 年，全

区青稞良种覆盖率达 90%，每亩单产由和平解放前的 80

公斤左右提高到 380公斤。

推动高质量发展，西藏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

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

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计数据显示，西藏农牧民收入已连续 18 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连续 6 年保持全国增速第一。2020 年，西藏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598 元，是有史料记载的

1965年的 135倍。

雨霁云开，凭栏远眺，林海葱茏，河水蜿蜒。林芝鲁

朗，318 国道旁，扎西平措的民宿闻名遐迩。这位游客口

中的“平措大叔”眼光独到，多年前就看中了 318 国道上

的旅游人气，从农家餐饮到藏式住宿、生态观光、深度体

验，“旅游饭”越吃越有味。

推动高质量发展，西藏坚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走

“特色路”。

西藏的特色在哪？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高原地貌

独特，文化遗产富集。“十三五”时期，西藏接待游客近 1.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2100 多亿元。眼下，西藏正在中

央支持下着力推动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后发优

势，前景无限。

水轮机轰鸣，发电机组飞转。“水资源优质，上游来

水平均，少有暴涨暴跌。”厂房内，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

司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另两台机组正在安装，计划 2022

年 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这是西藏目前单机最大、总装机最大的内需电源项

目。

江河密布，阳光充足，西藏清洁能源产业潜力巨大，

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区总量近九成。“绿色电力”不仅点亮

了西藏的万家灯火，如今更是走出高原，服务全国。

生态环境脆弱，七成区域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西藏

严守生态底线，走“绿色路”，有所为、有所不为——绿色工

业近年来大步向前，雪域高原正澎湃着绿色发展新动力。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西藏高原生物、旅游文化、

绿色工业等七大产业实现增加值超 1900 亿元，绿色环

保、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正

加速构建。

在拉萨搭乘网约车，偶遇藏族司机许东，“父母亲当

年为部队做过后勤服务，我在部队营房出生，便有了解

放军战士给取的汉族名。”聊起生活变化，这位藏族汉子

提高了嗓门：“我们的身后都有‘中国’两个字，有这两个

字就有幸福生活！”

熟悉的歌声从他口中唱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

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1年 08月 10日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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