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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7 月 10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分别向“意大利之

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

杰出代表。这次“古罗马文明展”将以多姿多彩的

珍贵文物展示意大利文化的深厚底蕴。希望“中

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以此为契机，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促进民心相连相通，为中意两国关系发展

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强调，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马塔雷拉在贺信中表示，文化合作是意中友

谊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意大

利在中国举办“古罗马文明展”和系列意中文旅年

活动，充分证明两国关系根基深厚。当前国际社

会面临诸多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寻求公平持

久的解决方案。相信意中将不断深化双边关系，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当日在北京

开幕。

习 近 平 同 意 大 利 总 统 马 塔 雷 拉 分 别 向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

翻开《朗县志》第一页，一张老照片

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群众欢呼簇拥

下，几位领导在队伍前徐徐而行；前排

居中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

委副书记。

“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那

个难忘的下午，习近平同志那亲切的笑

容又浮现在眼前。”朗县教育体育局调

研员格桑顿珠说。

1998 年 6 月 20 日，习近平同志率第

二批福建援藏干部从林芝到达朗县，受

到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当时，交通条

件差，从市区到县城全程都是土路，大

清早出发，下午才能到；不少路段风沙

大，有些地段还是悬崖陡壁，曾经就有

干部下乡途中出过事。身边的工作人

员纷纷劝他不要去，但习近平同志坚定

地说：“谁都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去。”

于 是 ，就 有 了 照 片 中 那 历 史 性 的

一幕。

在 朗 县 ，习 近 平

同志肯定了福建第一

批 援 藏 干 部 的 工 作 ，

他说：“你们没有辜负

党 的 重 托 ，没 有 辜 负

福建人民和西藏人民

的重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们不仅和当

地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改变了贫穷落后

的面貌，还用自己的行动弘扬了正气，

激励着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在

部署第二批对口援藏工作时，他要求援

藏干部加强学习、扎实工作、团结协作、

再接再厉，谱写新的篇章。

24 年来，习近平同志的殷切嘱托早

已在朗县转化为具体行动。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一幅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文化宝地焕发新生机

朗（藏语“光明、显现”之意）县位于

林芝市西南角，这里文化底蕴浓厚，光历

史人物就可列出长长的一串：长期与雅

隆悉补野联姻的钦氏家族代表钦萨·鲁

杰恩莫措、钦·杰斯秀丁，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的藏医南派创始人苏嘎·年尼多吉

及其后人，抗英民族勇士果沃杰布……

真不愧为人杰地灵的文化宝地。

4 月 15 日，记者从烟雨朦胧的林芝

市驱车出发，经 219 国道转 560 国道，全

程柏油路。沿途风景如画，群山如黛、

松柏青翠、云遮雾绕，如入仙境。进入

县城，“文化朗县、人杰地灵”巨大红色

标语最先闯入视线；城区面貌更让人眼

前一亮——宽阔的柏油街道纵横交错、

干净如洗；一排排房屋整齐划一、光亮

如新。

据当地群众说，这是实施市政道路

提升工程后小城区带来的大变化，几年

前的朗县，可完全不是这样的。

“城区道路凹凸不平，到处尘土飞

扬，牛粪满大街都是，给老百姓生活带

来极大不便！”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原局长尼玛次仁介绍说，为提升县城基

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县政府从 2019年开

始规划城区建设，2020 年底正式启动朗

县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包括道路提

升、亮化和绿化等方面。工程的实施，

让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城 区 的 变 化 ，环 卫 工 人 最 有 发 言

权。“以前，我们凌晨 5 点半就开始清扫

路面，工作辛苦；道路硬化以后，可推

迟到 8 点上班。”环卫工拉巴仓决以朴

实的语言道出了小城大变化带来的大

便利。

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

县政府多次召开交流会，深入实地调

研，提出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建设“安

全饮水、雨污分流、人畜分离”优先覆盖

原则，着力帮助农牧民改善基本生产生

活条件，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县城装点一新，乡村美轮美奂，朗

县这座千年古城也焕发生机：朋仁曲德

寺、冲康庄园、朗顿庄园等古建筑得到

修缮、保护，并作为景点吸引区内外游

客参观；城乡居民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

里，安居乐业。

产业托起乡村致富梦

“十三五”时期，我区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根据群众需求

和各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产业发展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确保

各族人民脱贫致富。近年来，朗县因地

制宜发展本地农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

产业助推乡村发展的道路。

（下转第三版）

“ 光 明 ”小 城 美 丽 蝶 变
—借智借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朗县密码”

本报记者 张宇 益西加措 王珊 张猛 陈荷花 索央

本报拉萨7月10日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经自

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商务厅组织开展以“助

企惠民·乐购西藏”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从 6 月

份开始，一直持续到 12月底。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稳经济大盘促

进消费系列决策部署，此次活动自治区将安排 7000

万元补贴资金，各市地配套安排不低于 1:1比例资金

参与消费促进活动。全区将总投入 1.4 亿元以上资

金，用于发放餐饮零售消费券、补贴汽车和家电家

具下乡、奖励“藏品网上行”活动等七个方面消费促

进活动，全力确保整个活动取得成效，充分发挥消

费对经济的牵引带动作用。

据悉，各市地在发放消费券方面，对在藏或来

藏人员在参与活动的餐饮零售商户消费满一定金

额，发放餐饮零售消费券；在汽车下乡方面，对区

内农村户籍农牧民群众购买新能源汽车或 2.0 升

及 以 下 排 量 乘 用 车（不 含 二 手 车）发 放 汽 车 下 乡

补 贴 ；在 家 电 家 具 下 乡 方 面 ，按 照 家 电 家 具 销 售

价格的 15%，对区内农村户籍农牧民群众等人群

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环保家具给予补贴，设最高补

贴金额。

同时，各市地支持区内企业举办“藏品网上行”

活动，对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我区

名优特商品，且线上销售额达到一定标准的商贸流

通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对品牌连锁企业在商业网

点较少的居民点，开设品牌连锁便利店（不含加盟

店）超过一定数量，且销售额达到一定标准的也将

给予资金奖励。

此外，我区将积极支持各市地、行业商协会、商

贸流通企业举办各类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将对

销售额达到一定标准的承办单位给予资金奖励，不

断丰富促销活动，还将对 2022 年度符合申报条件的

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继续给予每家 8 万元资

金奖励。消费券发放、奖励资金的申领等事宜，详

见自治区商务厅和各市地商务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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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拉萨藏热大桥建成并通车。藏热大桥的投用，加强了拉萨北城片区、东城新区及柳梧新区的联系，缓解了拉萨大桥、柳梧大桥和纳金大桥的交通压力。

图为藏热大桥全貌。

本报记者 潘多 丹增群培 摄

顺着巍巍纳木那尼山脚一路向着

南方前行，几经盘旋，快到普兰县城之

际，矗立在孔雀河谷之上的一大片平整

坡地映入了眼帘，坡地上洁白的屋舍、

绿色的青稞、成片的树林，还有黄色的

油菜花构成了一幅仿佛油画般的田园

美景。

这 里 便 是 普 兰 县 普 兰 镇 多 油 村 ，

藏 西 高 原 上 为 数 不 多 的 以 农 业 为 主 、

被人们称为“阿里小江南”的地方，一

个 让 人 身 心 愉 悦 、忘 记 缺 氧 的 自 治 区

级生态村。

绿色蝶变，有山有水

行 走 在 多 油 村 里 ，徜 徉 在 孔 雀 河

畔，记者惊讶于这里的绿化和整洁。每

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均种有数目不等的

新疆杨或普兰柳，让多油成为包裹在绿

色中的村庄，而村道四周，几乎看不到

任何垃圾，甚至一片纸屑。

“这都得益于 2014 年陕西省援藏资

金投入 1600 万元，在多油村实施环境整

治工程，一下子让全村的村容村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油村村委会主

任扎西群培介绍说。

8 年前，在一个行政村投入上千万

资金开展环境整治，这样的手笔堪称大

气，自此掀开了多油发展历史上的崭新

篇章。

扎西群培说，当时多油村对 211 户

群众庭院、外墙进行了统一硬化、粉刷，

拆除破旧房屋、实行人畜分离，动员全

体村民对环境死角进行改造和绿化美

化，完成全村住房周围、道路两旁植树

造林、闲地栽花，规范处置生活垃圾。

（下转第三版）

多油：孔雀河畔的绿色名片
本报阿里报道组

本报拉萨7月10日讯（记者 杨小娟）日前，由区旅游发展厅

主办，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自治区专项旅游协会

承办的“百年峥嵘，恰风华正茂”主题西藏红色旅游线路发布会

在谭冠三纪念馆举行，重点介绍了拉萨红色之旅一日游（辉煌

跨越看拉萨）、日喀则红色之旅两日游（珠峰家乡好风光）、山南

红色之旅三日游（勒布杜鹃分外红）、林芝山南红色之旅四日游

（体验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昌都林芝红色之旅五日游（重

温红色历史 传承奋斗精神）、那曲日喀则红色之旅六日游（体验

天堑通途传承两路精神）、阿里日喀则红色之旅十一日游（寻觅

孔繁森天湖托水塔）等七条红色旅游线路。

近年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区旅发厅把红色旅游打造成

陶冶革命情操、健康精神世界、加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

重要阵地，高举红色旗帜、弘扬红色传统、讲好红色故事，促进

红色旅游与周边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相融

合，提升西藏红色旅游吸引力、影响力和综合效益；持续加大西

藏红色旅游推广力度，进行多渠道、多形式传播，让西藏红色旅

游“热起来”，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推动了西藏旅游事业高质

量发展。

“红色旅游作为加强思想教育、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

是西藏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区旅

游发展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汪晓冬表示，推出多条“红色+”

复合旅游产品体系，串联沿线生态游、人文游、乡村游，可以更

好地发挥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带动地方发展等积极作用，

让游客在感受雪域高原壮美风光的同时，了解西藏波澜壮阔的

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增进爱国情怀，把西藏红色旅游发展推上

新台阶。

本报拉萨 7月 10日讯（央金卓玛）

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标准化规范化和

扩大应用互认的实施方案》，旨在聚焦

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服务事项，依

托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

电子证照在更多领域应用，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不断提升企业和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我区将不断推动电子证照在政务

服务领域广泛应用，扩大个人电子证照

应用，加快推进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学历学位证、驾驶证和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登记证明等个人常用证照电子

化应用，覆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籍迁移、社会

保障卡申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

应用场景，并根据群众需求不断丰富其

他应用场景。拓展企业电子证照应用，

推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检测

认证等电子证照在企业登记、经营、投

资和工程建设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中

的应用。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关联企业

相关信息，支撑涉企政务服务事项办理

所需信息免填写、纸质材料免提交。促

进电子证照社会化应用，依托自治区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

体系，围绕合同订立、人员招聘、交通出

行、文化和旅游等场景与领域，积极推

动电子证照在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

持证主体之间的社会化应用。

据了解，2022 年底前，我区将基本

建立自治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电子

证照共享服务体系，形成全区证照目

录体系，建成和完善统一电子证照库，

完成 50%电子证照归集入库，能够通过

“一网通办”平台，基本实现企业和群

众非涉密常用证照电子化，做到在全

区范围内标准统一、互通互认，做到在

政务服务领域广泛应用。

我区扩大电子证照应用进一步便企利民

今年底将形成全区证照目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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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俯瞰多油村。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