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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版 文化雪域

新华社北京 11月 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2日同秘鲁共和国总统卡斯蒂略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秘两国虽相距遥远，但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中秘关系拥有坚实基础。建交 50 年

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日益拓展，人

文交往持续扩大，成为中国同拉美国家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秘同

舟共济、团结互助，积极开展抗疫和疫苗合作，以实

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高度重视中

秘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

为契机，加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

优化升级，引领两国各界共同传承中秘传统友好，

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卡斯蒂略在贺函中表示，秘中同为千年文明

古国，近年来两国关系在传统友好基础上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秘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

系，感谢中方提供大量物资和疫苗支持秘方抗疫

斗争，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推动贸易、投

资、旅游、数字化等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疫后经济复苏。

习 近 平 同 秘 鲁 总 统 卡 斯 蒂 略
就 中 秘 建 交 5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本报拉萨 11月 2日讯（记者 赵书

彬 张黎黎）11 月 1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

书记王君正主持召开区党委常委会会

议，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关于全区前三

季度经济运行分析及下一步经济工作

建议，安排部署近期工作。

王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

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各族人

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

局，特别是在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

际，亲临西藏考察指导工作，看望慰问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为我区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区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

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

认识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

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提高政治站

位，全力做好经济工作，推动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执行。

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战略高度深刻

认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胸

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彰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民族团结

进步的意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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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要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

防返贫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完善动

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

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把帮扶工作做

实做细。坚持“四个不摘”要求，统筹推

进搬迁安置、产业就业、公共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搬迁群众住得

下、留得住、能融入、可致富。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促进农

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

民富裕富足。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国家“十四五”支持发展的重大项目建

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大水电

开发力度，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

地，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认真落实

好中央各项政策措施，加强顶层谋划设

计，围绕川藏铁路建设等推动建设一批

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要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改善民生、凝聚人

心上下功夫，把群众身边的小事作为各

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聚焦群众普

遍关注的民生问题，确保同群众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交通设施、就医就学、养

老社保等全覆盖，一件一件抓好落实，

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

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优化提升第一产业，着眼建设

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深入推进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

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联结起来，不断提升第

一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水平；大

力发展绿色工业，放手发展规模、努力提

升质量，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

实体经济做优做强，提升全产业链水平；

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

特色优势产业，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的产业发展新路子。坚持

项目优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生

命线，高度重视有效投资。项目是点、产

业是线、经济是面，当前的项目数量决定

着未来有效投资的规模，今天的投资结构

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坚持点、线、面协

同发力，做好项目前期筹备，做到招商项

目抓谋划、前期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

进度、竣工项目抓投产、问题项目抓整改、

投产项目抓效益，确保西藏经济发展当前

有活力、未来有潜力。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营商

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

放生产力的观念，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投

资兴业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帮助企业解决好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

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强化法治

思维，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办

事，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下转第三版）

王君正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听取政府党组工作时强调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西 藏 工 作 的 重 要 论 述
提高政治站位 全力做好经济工作 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拉萨 11月 2日讯（记者 唐启胜）2

日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洛桑江村主持召开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贯彻区党委和王君正书记关于做好我区人

大工作的部署要求，立足治藏稳藏兴藏工作

大局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我区人大工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丁业现、多托、维色，党组成员、副主任其美

仁增、尼玛次仁、纪国刚出席。

会上，丁业现、多托、维色、其美仁增、尼

玛次仁、纪国刚等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我们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同学习宣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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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起来，同学习宣传贯彻区党委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王君正书记

关于西藏人大“五个方面”工作要求结合起

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强调，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的召开，

为我们做好人大工作提供新的机遇，也提出

新的更高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中的新定位新任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肩负起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

大工作的神圣职责，切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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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 11月 2日电（记者 丹

增平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

长、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佛协

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

布，圆满结束在藏佛事和社会活动，于

11 月 2 日乘机离藏返京。在藏期间，班

禅完成拉萨、那曲两地各项活动后，9月

以来在日喀则开展了佛事和社会活动。

10 月 26 日，班禅考取嘎钦佛学学

位立宗答辩，在扎什伦布寺多加大院

盛大举行。我区藏传佛教高僧活佛以

及扎什伦布寺僧众、信教群众等 800 余

人参加活动。

扎什伦布寺建寺以来传承了显密

兼修的学经制度和“嘎钦”学位制度，

“嘎钦”是该寺修习藏传佛教显宗《五

部大论》最高学位。当天下午 5 时许，

伴随法螺响起，班禅在僧仗队引领下，

从扎什伦布寺拉让殿缓缓步入多加大

院并登上宝座，同全场僧众共同诵念

经 典 。 近 一 个 小 时 的 集 体 诵 经 结 束

后，在格贵持香示意下，班禅从宝座起

身行至答辩席位，立宗答辩正式开始，

全场僧人也随即分组辩经。

立宗答辩中班禅先后作为立论者

与驳论者，分两轮与三名经师辩经，每

轮各 30 分钟。扎什伦布寺高僧、班禅

助理经师、藏传佛教各教派经师等为

见证者。班禅首先作为立论者对《释

量论》相关主题立因表明观点，提问高

僧舞动念珠不断击掌问难，班禅盘腿

而坐深入浅出对答如流。作为驳论者

时，班禅依理驳析经典、切中要害、解

释剔透。期间，高僧活佛和僧俗信众

皆为班禅引经据典精准、断定经典正

规的佛学造诣所折服，对班禅顶礼膜

拜表达虔诚敬仰，班禅顺利通过考核。

（下转第三版）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圆满结束

在藏佛事和社会活动离藏返京

西藏日报采访组前往墨竹工卡县

甲玛乡，是在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淅

沥小雨，让甲玛沟阡陌交错的青稞地更

翠 绿 、油 菜 花 儿 更 橙 黄 。 湿 润 的 青 草

味，和着细雨扑来，让人满眼、满鼻沁满

了芬芳。

那份从毛孔里争相释放的舒适，一

定 拂 过 70 年 前 进 军 西 藏 的 十 八 军 战

士。

1951 年 10 月，张国华、谭冠三率领

的十八军刚翻过海拔近 6000 米的冷拉

山，在牺牲 4 名战士、损失 10 余匹骡马

后，墨竹工卡县带着拉萨河谷的湿润空

气扑面而来——拉萨，近在咫尺了。

甲玛沟赤康村里有一个叫朗嘎的

老人，在他 76 年的人生里，闻过那欢快

的香气，亦嗅着今日沁入心脾的芬芳。

在这片温润的土地里，他知道有一种叫

“希望”的种子，70年间早已遍布山野。

新生：一粒青稞种子

1945 年，朗嘎出生在赤康村霍尔康

庄园的一户差巴家里，加上两个哥哥，

一家五口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1951 年，十八军北路进藏经过工卡

镇，与 6岁的小朗嘎并无交集。

（下转第三版）

赤 康 村 ，盛 满 希 望 的 田 野
本报记者 张黎黎 益西加措 黄志武 格桑伦珠 拉巴桑姆 旦增

采 访 甲 玛 乡 赤 康 村 ，是 临 时 的 决

定。

细雨、麦田、油菜地，一切都在恬静

闲适地等待着我们。

在这里，我们聆听了 76岁朗嘎老人

讲述的难忘岁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甲玛乡日新月异、朝气蓬勃的发展之

势。历史和现实的交迭，就是一种最无

声的诉说：旧西藏的苦难，新西藏的甜

蜜。

甲玛乡位于墨竹工卡县城以西 18

公里，距离拉萨市 60 公里处，是藏王松

赞干布和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的故

里，素有“百沟之母”美称。

旧西藏的苦和黑暗没有轻易放过

雪域高原上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温润气

候的甲玛乡也是从苦难岁月里“熬”过

来的。但是，今天走在这片生机盎然的

土地上，满眼青翠，扑鼻芳香，柏油路上

村民的车来来往往，一片忙碌景象。

这 个 半 农 半 牧 的 乡 村 ，2020 年 青

稞产量 1487.86 吨、冬小麦产量 181.76

吨 、油 菜 产 量 315.57 吨 ；牲 畜 60802 头

（只、匹）。但这只是甲玛乡传统农牧

业的喜人发展势头。甲玛乡更令人赞

叹的势头是产业拉动下的经济发展。

数据显示，2020 年甲玛乡农牧民人均

纯 收 入 实 现 2.6 万 余 元 ，同 比 增 长

13%。

勇于从半农半牧“华丽”转身，甲玛

乡成就了更美好的自己。

借助丰富的矿产资源，甲玛乡目前

拥有 2 个矿企：中国黄金集团西藏华泰

龙矿业有限公司和西藏巨龙铜业有限

公司。

有两大矿产企业支撑，甲玛乡成立

了甲玛工贸公司和城乡发展公司，提高

群众涉矿运输组织化程度。现有群众

运矿车辆 351 辆，2020 年两大矿企结算

运费 6000 余万元，惠及 300 余个家庭；

并为全乡群众分红，去年两个公司各分

红 267.78万元。

厚 积 而 薄 发 ，甲 玛 乡 的 转 型 和 发

展，积攒了多年的沉积，也找准了“喷

发 ”的 契 机 ，把 最 美 好 的 样 子 呈 现 出

来。

转型发展，增强乡村振兴新活力
张黎黎

图为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赤康村一角。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卢文静 摄

本报那曲 11月 2日电（通讯员 赵

矿 记者 万靖）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将习近

平总书记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自治区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环境质量与安全团队，以及

上海、江苏、辽宁、江西等生态监测系

统，分别于 2021 年 4 月、8 月、10 月，选

择在格拉丹东长江源头的枯水期、丰

水期、平水期，开展了首次生态环境状

况专项调查。

在工作中，全体监测和科研人员不

畏高寒缺氧，翻雪山、越草地、过河床，奋

战在无人区一线，历时近20天，行程上万

公里，布设监测环境空气、地表水（含水

生态）、土壤、冰雪、沉积物、新污染物（微

塑料、抗生素）等点位 82个，采集样品上

千个，获取现场监测数据 165个，实验室

分析数据近 2000个。目前，10月采集的

样品正在实验室分析当中。此次专项调

查填补了格拉丹东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空

白，也标志着格拉丹东长江源头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正式启动。

我区开展格拉丹东长江源区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
填补该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空白

生 生 不 息 再 放 光 彩
—我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