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夜将尽，晨光点亮了雪域高原。

古往今来，“世界屋脊”已不知多少次这样迎来黎

明。而在青藏高原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也以“黎

明”著称——1951年。

1951 年的 5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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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十七条协议》）

在北京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西藏社会的

重大历史转折。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

解放，新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得到完整体现，团结了

各方力量，维护了西藏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了中国共产

党民族、宗教、经济、文化政策在西藏的实行，为西藏社

会发展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西藏社会发展

划时代的丰碑，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和平解放后，经过平息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成

立自治区，彻底废除了压迫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度，劳动人民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翻身

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2021 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

荣发展》白皮书介绍，和平解放前，西藏 90%以上的人没

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1951 年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1.29 亿元；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

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高达 95%。《十七条协议》签订后，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发展明显加快：

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交通运输条件明显改善、现代

农牧工商业逐渐起步、文化事业明显进步。

“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十三法典》和《十六法

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农奴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

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占人口 95%以上的农奴既无生产资

料，也无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农奴主。”退休干部孙勇

说，“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奴及后代

们开始逐步实现人对自由的追求，掌握自己的命运，自

由选择成为公务员、商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等，身份更

多元化，人身权益受到合法保障。”

70 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未

有的历史功绩，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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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就是要表达西藏各族人

民对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感恩，把旧西藏的黑暗、落后、野

蛮全面准确地告诉给世人，把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后的幸

福美满生活展示给世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新

馆筹建办负责人琼次仁说。

如今，西藏各族人民生活已迈进全面小康；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900 亿元，经济实力明显提升；1951

年至 2020 年，国家累计投入教育经费 2239.65 亿元，推动

西藏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实行 15 年公费

教育，小学数学课程开课率、中学数理化生课程教学计

划完成率、职业技术学校国家目录规定课程开出率等均

达到 100%，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如期完成……

“从和平解放的那一刻开始，广大农奴有了对新生

活的祈愿，尤其改革开放后，雪域西藏进入了日新月异

的新时代。而和平解放这一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被雪域

儿女深深铭记在血液里——‘金珠’（藏语：解放）成为许

多藏族群众共有的名字。”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克范说。

（记者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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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图①：《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

图②：藏族群众组成担架队随军行进，积极支援解放军。

图③：进藏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在行军途中为藏族同胞看病。

图④：藏族僧俗群众向进军途中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敬献哈达。

图⑤：1951年 12月 20日，西南、西北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

图⑥：进藏人民解放军帮助藏族群众盖新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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