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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喜迎党的二十大宣传标语
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

努力奋斗

建设美丽幸福西藏 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在雪域高原成功实践系列综述之三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我 为 祖 国 守 边 疆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妇联主席亚夏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权益得保障 发展显担当

新时代我区妇女儿童事业硕果累累

将
教
育
融
于
笔
墨
故
事
间

—
巴
宜
区
创
新
开
展
﹃
三
个
意
识
﹄
宣
传
教
育

本
报
记
者

谢
筱
纯

廖
嘉
兴

王
珊

张
尚
华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密

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积极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更好发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成功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之路，极大增强了

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自

信和底气。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2022 年 6 月 24 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修订通过，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办事处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下转第四版）

更 好 保 证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华社记者

“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民族建起

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往

交流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

这里其乐融融。”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

书记走在拉萨市八廓街，感慨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

委、政府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为民族工作主线，贯穿治藏稳藏兴

藏事业全过程各方面，开启了新时代西

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让雪域高

原的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

强化党的领导，凝聚各
民族团结奋斗合力

广袤的高原大地上，各级党组织

始终是引领各族群众加强民族团结的

“主心骨”。

在 生 活 着 藏 、

汉、回等多个民族

的拉萨市城关区塔

玛村，对于村党委

第一书记格桑卓嘎

来说，服务基层群

众数十年，民族团结是永不过时的工作

主题。多年来，在村党组织引领下，塔玛

村持续开展各类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

动，使人人讲团结、事事谋团结的观念深

入人心。格桑卓嘎坚信：“做好民族工

作，最根本在于党坚强有力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着力加强

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让每一个基层

党组织始终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坚强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信心和决心。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正在向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更深层次拓展。”西藏大学教授图

登克珠从教 30 多年，始终关注民族团

结 这 一 领 域 课 题 。 2020 年 5 月 1 日 ，

《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条例》正式实施，把党的政策主张和

人民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地方性法规。

在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中，

全区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人大依

法监督、政府全面负责、各部门密切配

合、社会各界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自

治区民族工作部门牵头编制《西藏自

治 区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区 创 建 规 划

（2021—2025 年）》及配套文件，将民族

团结进步相关内容纳入企业文化、行

业守则、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寺规僧

约，进一步健全了我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创建的制度体系。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区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

山南市桑日县积极营造“抬头看

得见、随处可以学、处处能感受”的创

建氛围，全县形成了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强大声势；

拉萨市城关区河坝林社区党支部

依托党员示范岗，广泛持久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形成了辖区各民

族相互尊重、理解、包容的和谐氛围；

昌都市芒康县以千年古盐田、文成

公主庙、盐田博物馆等为依托，倾力打

造“芒康纳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乡”；

……

坚持共建共享，增强各
民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位于藏南边陲的错那县麻麻门巴

民族乡，是我区人口较少民族乡之一。

多年来，随着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

特的门巴民俗风情得到开发和宣传，全

乡有 81 户群众经营家庭旅馆和农家

乐。一天比一天滋润的生活让乡亲们

感叹道：“美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立足资源

禀赋和发展条件，抓住各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农

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

富裕富足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极大地

增强了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

2014年，广东第七批援藏工作队在

对嘎拉村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整合

资源、整村推进、村景合一打造“桃花村”

品牌的发展思路，并筹集860万元资金建

设嘎拉小康示范村。 （下转第三版）

高原处处展新姿

“她是我们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我们村妇女的带

头人。”

“她热心帮助村民，给村里做了很多好事。”

“巡边路上，她是我们的向导。”

……

在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南伊村，提起党的二十

大代表，南伊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妇联主席亚夏，村民

们无不点头称赞。多年来，亚夏始终扎根祖国边陲一

线，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带领珞巴人民兴

边致富、守家卫国，用实际行动映照“我为祖国守边

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初心，谱写出平凡而伟大的新

时代珞巴赞歌。

传递党的好声音的宣讲员

上世纪 50 年代，珞巴人民在山间峡谷、深山老

林过着刀耕火种、食不果腹的生活。在党和国家的

关怀下，1965 年，散居的珞巴人民从山上集中搬迁

到山下；1978 年，村子完成第一次整村改造，年轻秀

丽的南伊村逐渐开始具备一个村庄应有的各项基

础设施。

“我要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让大家

生活得更好。”1983 年出生的亚夏，于 2009 年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 年 2 月成功当选为南伊村党支

部纪检委员、妇联主席。

南伊村共生活着珞巴族、藏族、门巴族、汉族、回

族 5 个民族。作为少数民族妇女干部，亚夏始终把维

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组

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讲 60 余场次。同时，她

还积极带领党员们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支农惠农政策

和卓嘎、央宗姐妹守土固边的先进事迹等，把党的声

音传达给每一个村民。

为了让村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亚夏还发挥

自身优势，在村子里开办“家庭补习班”。起初，大家

很不理解，觉得学习这些没什么用，来参加学习的只

有村干部和几名村民。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做

思想工作，让党员带头先学，再动员群众陆续参与。

经过不懈努力，村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逐

渐高涨，现在村“两委”班子成员 100%能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党员群众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占

75%。“如今，村民们看新闻什么的，再也不用找人翻

译了，自己就能看懂。”亚夏高兴地说。

带领村民增收的巾帼致富能手

在村里，性格开朗的亚夏总是想方设法带领村民

增收致富，热心帮助村民做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因

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亚夏大姐”。

（下转第二版）

本报拉萨10月 3日讯（记者 次珍）

记者从 10 月 3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十年来，我区广大妇女儿童与祖国共

命 运 、与 人 民 齐 奋 斗 ，展 现 了 昂 扬 向

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妇女儿童各

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区各

级妇联组织切实扛起依法维护妇女权

益的大旗，推动健全完善党政主导的

维权服务机制，把维护妇女权益工作

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使全

区妇女的政治、经济、卫生健康、教育

等 方 面 的 权 益 得 到 充 分 保 障 。 2021

年，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

别降至 45.5/10 万、7.5‰；妇女受教育

水平显著提升，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性别差距基本消除，且女生占比超出

半 数 ；妇 女 政 治 参 与 不 断 扩 大 ，党 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逐

步提高，100%的行政村（社区）有女性

“两委”成员。

在团结动员妇女群众积极投身乡

村振兴、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自治区妇联紧扣引领服务联系职责，

联合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实施意

见》，创新推出“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举

措，团结带领广大妇女全力投身乡村

振兴主战场，为助力美丽幸福西藏建

设贡献巾帼“她”力量； （下转第四版）

本报拉萨 10月 3日讯（记者 旦增

兰泽 袁海霞）3 日下午，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治区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工 作 情 况 新 闻 发 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经过十年的发

展，截至 2021 年底，全区共有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生产企业和药械经营

企业 1534 家，药品生产总值 28 亿元，药

品经营企业营业额近 400 亿元，纳税近

35 亿元，吸纳就业 1 万余人。与十年前

相比，我区药品质量不断提升，企业数

量 、产 值 、营 业 额 和 就 业 人 数 翻 了 一

番，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据介绍，十年来，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聚焦安全风险高、使用广泛的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品种，实施靶

向抽检，抽样量由 2013 年的 407 批次增

加到 2021 年 1622 批次，抽检合格率由

91.5%提高到 97.3%；专项治理效果明

显，深入开展 120 余项药品安全专项检

查，检查涉药单位 10 万余家次，处理投

诉举报 1000 余起，查处违法案件 1000

余起，案值 2500 余万元，罚没款 850 余

万元，有效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疫

苗质量不断提升，推动保障疫苗安全

纳入财政预算，配备冷链设施设备，确

保疫苗全程冷链储运，并建立疫苗信

息化追溯体系，实现疫苗全过程可追

溯，提高疫苗监管工作水平和效率；

（下转第四版）

守底线保安全 严标准促发展

新时代我区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成效明显

线条狂放率意、笔画萦丝带缕，着墨处笔力遒

劲、轻浅处游丝奔流……初看林芝市巴宜区尼池拉

康民族团结书法室里的一幅幅藏文作品，仅领略书

法之美，并未意识到所写文字的内涵。

“这幅写的是‘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

国 梦 ’，这 幅 写 的 是‘ 遵 行 四 条 标 准 、争 做 先 进 僧

尼’……”在尼池拉康民族团结书法室内，僧人拥

珠向记者一行一幅一幅地介绍屋内 40 余幅作品

的内涵。

桌案上，还有许多尚未装裱起来的藏文书法

作 品 。 拥 珠 指 着 最 上 面 一 幅 字 说 ：“ 全 区 在 深 入

开展‘三个意识’宣传教育，我们也没落下。昨天

刚练习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

藏文拼写。”

一听记者想为他拍一段书写藏文书法的视频，

拥珠便利索地抽出宣纸，提起藏文书法专用的竹

笔，伏在案上，用常练的“乌坚体”写出了“国家意

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藏文词组。一个个

藏文字符从他的笔尖流出，如同鲜花般绽放在宣

纸上。

一整幅作品一气呵成，拥珠并未抬头对照之前

相同内容的作品，汉字与藏文间切换自如，可见他

对拼写内容的熟稔程度。

“看到我写民族团结、‘三个意识’这些内容的

书法作品 ，寺里其他僧人也很感兴趣，我们经常聚

在一起，把这些作为书法练习的内容。不知不觉

地，我们就将这些内容记得很牢了。”拥珠说。

在巴宜区的喇嘛岭寺，年轻的僧人桑阿尼玛是

巴宜区“三个意识”宣传教育的一名宣讲员，普通

话 说 得 十 分 流 利 ，他 正 在 酝 酿 着 另 一 种 宣 传 方

法。 （下转第二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

力，推动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布局合理、集约高效、支撑有力、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图为墨竹工卡县嘎则新区全貌（无人机拍摄）。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