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要闻
2021年11月18日 星期四

主编：周辉 责编：卞琳琳2

这里是喧嚣城市中的静谧之地，这

里是叙述中华文化的故事场所，这里凝

聚着民族艺术，雕琢着西藏的记忆——

这里就是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是开展

群众文化活动和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重要场所，也是沉浸式体验民

族团结主题教育基地。

“建设拉萨中华文化主题公园是提

升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重要工程，是增

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生

动体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 有 重 要 现 实 意 义 和 深 远 历 史 意 义 。

从 2019 年开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

拉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

着手公园的设计建设工作，现已基本建

成。”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驻

现场设计代表于攀介绍道。

2021 年 8 月，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献礼的民生

项 目 —— 拉 萨 市 中 华 文 化 公 园 盛 装 亮

相，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据了解，中华文化公园项目占地面

积 1057 亩，位于拉萨河两岸，东起柳梧大

桥，西至拉贡大桥，环抱约 3000 亩拉萨河

水域。公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为

主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集公共艺术与雕塑 31 处，南北两岸

之间由全长 1093 米的和美连心桥连接。

和美连心桥作为标志性建筑物，可供行

人及非机动车通行。这座情感之桥，将

中华各民族文化更紧密地串联在一起，

见证着深厚的民族团结情。

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作为自治区一

项惠民工程，特别增设了拉萨河生态景

观，包括拉萨河景观灯、健身步道、凉亭

等 休 闲 与 景 观 于 一 体 的 公 共 设 施 。 白

天，漫步在公园小道，蓝天白云、凉亭绿

树、碧波荡漾，迷人的景色让人心旷神

怡。夜幕降临，河面微风徐徐，两岸灯火

璀璨，和美连心桥上的人群络绎不绝。

来到位于拉萨河北岸的中心广场，

《开国大典》《江山如此多娇》等雕画是新

中国成立的重大历史缩影，首次在中华

文化公园中设置，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献礼作品，彰显着浓烈的爱国氛

围。先民遗址、炎黄之根、同文共轨……

随处可见的中华文化景观雕塑是公园一

大亮点，栩栩如生的塑像展现了中华民

族一家亲。“看完这些雕塑就像读完了一

本历史书，接受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增强了‘五个认同’，收益颇丰。”退

休党员旦增深有感触地说。

公园的南岸由共同精神、共同文化

两部分组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

自信的根源。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

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

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

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

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 这 是 汉 族 的 古 琴 、这 是 壮 族 的 天

琴、这是苗族的巴葛丢冬……”一群青少

年在南岸的中国梦同心广场观看民族乐

器雕塑。广场主雕塑《中华乐章》由 56

个 民 族 的 代 表 性 乐 器 雕 塑（高 9 米）组

成。“56 个民族的乐器组合排列在一起，

有一个很好的寓意，象征 56 个民族共奏

华夏乐章。乐器中间的主广场在硬化铺

装上采用石榴籽的铺装样式，周边是祥

云图案，像一双手一样紧紧地把主广场、

56 个民族乐器环抱在一起。”于攀告诉

记者。

民族乐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同心广场上奏响了和谐乐

章。夜晚，各乐器顶端的五色激光束汇

聚一处，寓意着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观完中华文化公园，有一种从历

史走进现实的感觉。中华文化是中华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藏民族文化是中华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

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这种

艺术手法和理念的生动呈现，我们广大

干部职工、市民群众和游客可以在休闲、

健身、旅游的同时，感受绵延不绝、博大

精 深 的 中 华 文 化 和 民 族 团 结 的 伟 大 力

量。”柳梧新区管委会工青妇办工作人员

赵文娟告诉记者，闲暇时间她都会到公

园休闲散步。

赵文娟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需要各民族手挽手、肩并肩，勠力同心

建设美丽祖国。我们要团结一心，开拓进

取，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

感受文化之美感受文化之美 共谱同心乐章共谱同心乐章
——走进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走进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斯宇刘斯宇 裴聪裴聪

开栏的话：

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

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

量所在、希望所在。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

下，我区各族干部群众同舟共济、

和睦相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

同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的人间奇迹。今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团结奋斗，奋力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起，

本报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汇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专栏，

讲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建设

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的生动故事，敬请关注。

▶ 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里的和美

连心桥。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摄

本报拉萨 11 月 17 日讯（记者

李梅英）16 日，国务院召开今冬明

春 保 暖 保 供 工 作 电 视 电 话 会 议 。

会后，我区就贯彻落实国务院会议

精神，随即召开全区今冬明春保暖

保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

今冬明春保暖保供各项工作。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

席姜杰主持会议，自治区副主席任

维作工作部署。

姜 杰 指 出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非 常 关 注 民 生 工

作 ，时 刻 关 心 牵 挂 人 民 群 众 的 冷

暖 ，就 今 冬 明 春 保 暖 保 供 工 作 作

出 战 略 部 署 ，做 出 专 门 安 排 。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坚 决 贯 彻 党 中 央

决策部署，王君正书记、严金海代

理主席就我区保暖保供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区党委、

政府的安排部署，提高政治站位，

增 强 工 作 的 紧 迫 感 和 责 任 感 ，全

力以赴做好今冬明春保暖保供工

作。

会议强调，要分析研判今冬明

春我区保暖保供形势，坚持系统思

维，统筹考虑、精准发力，把握好保

暖保供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坚

决做好保暖保供工作。要认真落

实责任，切实将能源保供作为当前

重要任务，强化组织领导，靠前指

挥，做到早安排、早部署。要坚持

民生优先，结合西藏实际，重点加

强中小学生、生活困难群体等对象

的供热保障、补贴保障。各市地各

部门及电力供暖企业要树牢安全

生产意识，完善应急预案，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共同做好保暖保供

工作。

全 区 今 冬 明 春 保 暖 保 供

工 作 电 视 电 话 会 召 开
姜杰主持 任维作部署

“十八军这支钢铁队伍是西藏从贫苦走向

辉煌的开拓者、奉献者和保卫者。”近日，记者

拨通正在兰州参加研讨会的降边嘉措电话，请

他讲述十八军在巴塘的故事。

降边嘉措 1938 年出生在甘孜州巴塘县，是

一名地道的巴塘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格萨尔》研究中心主

任。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追随十八军的

藏族“金珠玛米”。

1949 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战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主力集结在乐山和眉山

地区。1950 年 1 月，十八军接到解放西藏的任

务，踏上前往西藏的征程。

时任先遣支队政治委员的陈竞波在 1987

年 11 月发行的《先遣进藏与统战工作》一文中

提到：先遣队于 1950 年 2 月 3 日先行出发，迅速

进入金沙江东岸重镇——巴塘。

1950年 8月，十八军南线部队进驻巴塘。部

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帮助藏族

百姓筑路修桥。巴塘人从未见过如此亲切友好

的军队，于是用藏语称呼十八军战士为“金珠玛

米”。“金珠玛米”意思是“亲切的解放军”。

就是这样勇敢无畏、奉献无私的“金珠玛

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让巴塘人民敬重。

这之后，巴塘人不仅给予了军队物资支持，并

在行动上追随。

在《先遣进藏与统战工作》一文中有这么

一段话：10 月 8 日，各部队从竹巴龙、牛角渡渡

金沙江成功，又有一些藏族同志参加了我们的

行列。随行的有他新、群觉、向秋、协敖郎吉、

品康、甲波曲批等，另外还有一批藏族青年和

小学生参加了 157 团。200 多名巴塘青年跟着

我们进藏。

就在那一年，还不满 12 周岁的降边嘉措响

应号召，追随十八军，成为一名“金珠玛米”。

随即，他参加了昌都战役，渡过金沙江，跟随进

藏部队到了拉萨。

“我有幸能成为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参加

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70 年的时间

过去了，每当回想起那段艰难困苦而又激情燃

烧的岁月，总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慨无

限。”降边嘉措说。

红色的血液在体内流淌，革命的种子已生

根发芽。当年 200 多名追随十八军进藏的巴塘

青年，为解放西藏贡献他们的力量，终成一名

勇敢的“金珠玛米”。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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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

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入研

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

程，深刻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

前途命运，把“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

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

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

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

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回望百年奋斗历程，

我们党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火成钢，正

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

中。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

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始终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

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

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14

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

断变为现实。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

历史；党与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

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要深刻认识党

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

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党来

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

一切为了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

线，党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党的最大政治优

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

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正如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强调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

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

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

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

从“能吃饱肚子”到“吃‘净颗子’”，再到“想吃细粮

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回忆起陕北黄土高原上老百

姓对幸福生活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讲述：“我们

这代人有一份情结，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社会主

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如今，

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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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

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

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

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

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把 14 亿多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

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

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

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

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始终与人民

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就一

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

煌！ （新华社北京11月 17日电）

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本报拉萨 11 月 17 日讯（记者

王雨霏）11 月 15 日，自治区纪委常

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

央纪委常委会和自治区党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卫东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 议 指 出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会是在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要

时 刻 ，在“ 两 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的“确

立 习 近 平 同 志 党 中 央 的 核 心 、全

党 的 核 心 地 位 ，确 立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 民 共 同 心 愿 ，对 新 时 代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对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历 史 进 程 具 有 决 定 性 意

义。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 一 个 时 期 的 首 要 政 治 任 务 ，联

系 职 责 使 命 常 学 常 悟 ，坚 定 不 移

把“ 两 个 确 立 ”转 化 为 做 到“ 两 个

维 护 ”的 思 想 自 觉 、政 治 自 觉 、行

动自觉。

会议强调，要从学习看政治态

度、从部署看政治立场、从落实看

政 治 担 当 ，推 动 全 会 精 神 家 喻 户

晓、深入人心。要严明换届纪律、

严肃换届风气，确保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胜利召开。要加强监督检

查，推动区党委关于疫情防控、保

供应、保民生、保稳定等安排部署

落实落地。

王卫东在自治区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

（紧接第一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西藏自治区本级2021年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的报告、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度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十一届人

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

展 2021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西藏行”

活动情况的报告；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跟踪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和《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审议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自治区十一届人大

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公告

（稿）；补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审议任免案等。

（紧接第一版）全区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

员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安排部署，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广泛开展

多层次多形式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切实

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

会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充分认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奋斗

的初心使命、重大成就、宝贵经验、历史意

义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进一

步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要深刻理解“坚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

历史经验的丰富内涵，立足人民政协性质

定位，聚焦抓好“四件大事”、完成“八大任

务”、实现“四个确保”，充分发挥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

政，提高建言资政水平，汇聚起推动新时代

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雷桂龙、索朗仁增、王亚蔺、桑杰扎

巴、卓嘎、江措拉姆出席会议。珠康·土

登克珠、扎西达娃列席。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