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019期 中国西藏新闻网网址：http://www.xzxw.com壬寅年 九月十二2022 年 10 月 今 日 四 版星期五日77 国内统一刊号 CN54—0002 邮发代号 67—1

关 键 时 刻 尽 显 责 任 担 当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日喀则市樟木新区雪布岗社区居委会主任尼玛拉宗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通讯员 肖圆园 索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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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喜迎党的二十大宣传标语
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2015 年 4 月 25 日，一场 8.1 级强震

波及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镇，她在危

难关头全力投入到抢险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中；2022 年 8 月，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她在关键时刻冲在一线，守护

群众的生命健康……她就是党的二十

大代表，日喀则市樟木新区雪布岗社区

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主任尼玛拉宗。

她凭着优异表现，曾获过自治区劳动模

范、日喀则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日喀则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说起尼玛拉宗，聂拉木县樟木镇没

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2015 年“4·25”

地震发生时，作为雪布岗社区妇联负责

人的她，不顾自身安危，迅速组织群众

转移到安全场所，并尽自己所能为大家

提供生活保障。地震过后，她又和社区

干部一起，带头在搬迁协议上签字，组

织群众顺利在日喀则市樟木新区安家。

奉献担当，彰显在危难时刻，更体现

在平时。在樟木新区安家的群众离开了

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很多人不得不重新

就业创业。尼玛拉宗积极联系人社部门

对群众进行技能培训，并与市内外企业沟

通，拓展就业渠道，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增

收致富。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她带领大家发展社

区集体经济，她参与组建经营的聂拉木县

宗宗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益明显，

生产的具有特色辣椒年收益达120万元。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为加强

和改进新时期居民群众思想工作，作为

基层宣讲员的尼玛拉宗大力宣讲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的惠民利民政策，

组织各类宣讲活动 200 余场次，举行升

国旗仪式 180 余次，组织留守群众巡边

50 余次，切实让爱党爱国意识在群众中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日喀则市本轮疫情发生后，新当选

为雪布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主

任的尼玛拉宗，遇到了自上任以来的第

一个重大挑战。雪布岗社区是一个四面

临街的开放式小区，通道多、流动大，给

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尼玛拉宗和

社区党支部书记拉巴普尺一起，第一时

间带领社区“两委”成员和广大党员成立

工作专班，积极开展小区封控、核酸检

测、环境消杀、垃圾处理、物资分发等工

作。为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尼玛拉宗通

过多种方式，做到疫情防控宣传全覆盖，

引导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同时，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想方设法为

居家群众提供生活物资，并为有就医需求

的群众联系医院，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一个多月来，尼玛拉宗吃住都在居

委会，工作时几过家门而不入。“路过自

己家的时候，我好几次看到女儿在楼上

张望，像是在等我回去。因为我们都穿

着防护服，她认不出我来，喊我医生阿

姨。”谈到自己年幼的女儿，尼玛拉宗疲

惫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对家人的愧疚。

疫情防控责任重担子更重，这让尼玛

拉宗的胃病在工作中复发了好几次，但她

总是咬着牙坚守在岗位上。冲在前、作表

率，舍小家、顾大家，尼玛拉宗的默默坚守

与倾情付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

雪布岗社区居民尼玛顿珠说：“居

家隔离期间，我们需要食品药品时，都

能拨打主任的电话得到解决，她总是积

极主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

樟木镇副镇长、下沉干部邓肖军说，

尼玛拉宗无论是在帮助群众增收致富方

面，还是在这次抗击疫情工作中，都体现

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为全镇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作出了表率。

金秋十月，雪域高原风微凉、叶绚烂、山壮丽、湖静

美，景色怡人空气新。

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

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 ，坚 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之

路，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生态安全屏障日益

坚实，生态环境持续保持良好，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更足。

深化制度创新 领航生态文明

2019 年，错那县勒门巴民族乡勒村、隆子县玉麦乡

玉麦村、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020 年 10 月，山南市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

细数党的十八大以来山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的显著成绩，制度体系的确立让山南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愈加宽阔。为推动绿色发展奋力走在全

区前列，山南市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四梁八

柱”：建立市、县区、乡镇、村居四个层级制度，明确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优化国土空间、促进产业生态化与

循环化、繁荣生态文化等六大工作重点，切实做到目标

明、方向清、行动快、步履坚。

山南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是我区坚定不

移贯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的生动缩影，也是《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建设条例》深入实施的具体体现。

只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才

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区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探索，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先后颁布实施了《西

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西藏自治

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办法》等 30 多部地方性

法规和政府规章，为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打下坚实

法治基础。

与此同时，我区还编制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2035 年）》，出台《关于着力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

国前列的实施意见》，不断健全完善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的政策保障体系。

生态保护的措施越发严格，西藏的生态环境状况

持续保持良好：绿色，已是广袤高原的生动底色。《2021

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年

底，西藏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47 个。西藏现有森林

149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12.31%，已记录的野生植物有

9600多种。

坚持绿色发展 厚植生态底色

秀水环绕、林城相彰、林水相依、林路相衬、林居相

宜，这是对林芝这个森林城市最贴切的形容。

“83.2 米！科学家在西藏发现中国最高树。”此前，

在察隅县成片高大的云南黄果冷杉原始森林中，科学

家发现了新“树王”。对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郭柯说：“该区域之所以能够保留如此高大完好的

原始森林，得益于优越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以及极少的

人类活动干扰。” （下转第三版）

守护好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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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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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尚华张尚华

配图：拉萨市达孜区塔杰乡的生态美景。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在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

就”“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自为西藏工

作谋篇布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西

藏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

的基础和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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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各项事业取得了

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十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效，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人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了 1.5 倍和近 2 倍，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西藏

十年巨变，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一个缩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无比英明正确，党中央关于西藏

工作的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无比英明正确。

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必由之路。十届自治区党

委牢记领袖嘱托，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作出了着力创建高原

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的战略安排。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雷厉

风行，把区党委的工作安排项目化、方案化、清单化，一

项一项地抓落实，一件一件地抓落地，努力交出一份让

党中央放心、全区各族人民满意的高质量发展答卷。用

好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巨大的资源优势，坚持“三个赋予

一个有利于”，坚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把政策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正逐步呈现。

砥砺前行展新姿，接续奋斗谱华章。党的二十大

即将召开，高原儿女信心满怀、激情澎湃。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

对表区党委工作安排，坚持防疫不放松、生产不耽误，

做到两手抓、两促进，落实落细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

稳经济、促民生政策措施，扎实做好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纾困解难工作，认真落实稳岗就业帮扶措施，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实际成效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拉萨10月 6日讯（记者 旦增兰泽 王雨霏）

6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党的十八

大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经济加快发展，呈现出欣欣向

荣的蓬勃生机，2021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0

亿元大关，年均增长 9.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9 个

百分点；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5.68万元，年

均增长 7.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累计

实施规划项目 525个，规划总投资 6826亿元；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占比达到 7.9∶36.4∶55.7，呈现

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据悉，十年来，我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川藏铁

路全线开工建设，拉萨至林芝段开通运营，拉萨至

山南、林芝、那曲高等级公路通车，县乡村全部通公

路，国际国内航线开辟 152 条，通航城市开辟 68 个，

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相继建成青藏电力联

网、川藏电力联网、藏中电力联网和阿里电力联网 4

条“电力天路”，主电网覆盖全区 7 个市地、74 个县

区，相继建成 3 座大型水电站，陆续投产一批光伏

电站，并网发电地热电站 1 座，西藏综合能源供应

体系初步形成；水利设施配套更加齐全，先后建成

了拉萨墨达、山南雅砻、雅江江北等灌区，湘河、满

拉、旁多等水利枢纽工程投入使用，水利支撑农业

发展效果明显，2021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274.2 千公

顷、粮食总产量 106.15 万吨；城乡基础设施布局更

加合理，2021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36.6%。

（下转第二版）

新时代我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本报拉萨 10月 6日讯（记者 次珍

旦增兰泽）6 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举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经过十年发展，我区广播电视行

业持续实施完成了“西新工程”、广播

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和“舍舍通”工

程等系列重点工程。目前，全区拥有

自治区级广播电视台 1 座，市地级广播

电视台 7 座，县级广播电视台 68 座，开

办广播电视频率频道 112 个，100 瓦以

上调频发射台 78 座，50 瓦以上电视转

播发射台 78 座，中波短波广播发射台

44座，卫星地球站 1座。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相

继建立健全广播电视作品选题规划储

备、创作扶持、评优表彰、推优评选系

列机制，积极鼓励和支持精品创作，先

后创作推出了《日光之城》《唱支山歌

给党听》《西藏儿女心向党》等一大批

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艺

术魅力的广播电视原创作品，《发现拉

萨》《格桑花开雪域边陲——苹果树下

的科学梦》《大山深处的守边人》等多

部作品荣获全国及区域性奖项。

同时，我区广播电视卫星、无线、

有线协同覆盖体系不断完善，传输覆

盖水平发生根本性变化，有线、无线由

模拟向数字升级，卫星传输覆盖由“村

村通”向“户户通”升级；累计免费向农

牧户发放直播卫星接收设备 80 余万

套，农牧民群众通过新一代直播卫星

可免费收听收看 46 套广播节目、95 套

电视节目；7 市地城区、74 个县区全部

开通有线数字广播电视，城镇居民可

收听收看 12 套广播节目、60 套电视节

目；开办广播电视藏语节目栏目 76 个，

藏语广播节目年译制时间超 1.5 万小

时，藏语电视节目年译制时间达 0.73万

小时，藏语电视剧年译制量 1600 集，有

效满足了各族群众视听文化需求。

满足各族群众视听文化需求

新时代西藏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