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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果木桑住在拉萨市城关区绕赛
社区热嘎麦大院。从四处漏风的土房子，到
简陋狭窄的出租房。从一家几代人挤在一
间半的小屋，到如今拥有各自的居住空间，
不断改变的居住环境，让老人感受到了幸福
生活就在身边。

2002年，国家拨专款1.69亿元用于拉萨
市老城区道路、给排水管网改造建设项目。
改造结束后，果木桑和生活在老城区的群众
逐渐告别了喝井水、用旱厕的历史。

“十三五”期间，全区共投资182.6亿元，
建设干部职工周转房3.84万套，新建、改造公
租房6.2万套，改造各类棚户区 12.94万户。
目前，我区住房保障已覆盖全区所有市地、

县（区）和乡镇，初步构建了以周转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为主体，推进城镇棚
户区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住房保障
体系基本框架。

2021年，我区计划新建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38个7838套。其中，改造城镇棚户区
5432户，新建公租房2406套；计划新建周转
房1万套。“十四五”时期，全区计划投资249
亿元，建设3万套干部职工周转房、2.81万套
公租房，以及城镇棚户区改造3.8万户，配套
建设9.4万套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到2025
年，基本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形成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
保障体系协调发展新格局。

我区住房保障体系已覆盖所有市地

今年拟建保障性住房7838套

歌声传遍四方

国务院新闻办5月21日发表的《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中提
到，西藏和平解放前，我区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的生活。记者了解到，2019年底，我区农牧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积达
41.46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积达33.4平方米。2021年，我区计
划新建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38个7838套。 记者 张雪芳 邹承光

商报讯（西藏日报记者 常川）为以实际
行动献礼建党百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5日上午，西藏日报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追寻先遣连的足迹”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启动。

此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由西藏日报社与
阿里地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立足于西藏日报
社强大采编力量和媒体矩阵优势，通过全媒
体报道组重走先遣连进藏路的方式，梳理先
遣连进藏路上的英雄事迹，选取典型地点、典
型事迹和英雄后代等40个采访点，以记者实
地回访、寻找新闻记忆等形式，追忆70年前
在祖国边疆涌现出的荡气回肠的英雄事迹，

反映阿里这片英雄土地70年来的沧桑巨变，
生动再现西藏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

据介绍，此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不仅是
西藏日报社与地市深化合作、创新报道的有
益尝试，也是西藏日报社围绕建党100周年，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生动鲜活讲好中国
共产党故事，齐声唱响共产党好主旋律的具
体行动。采访形成的一系列报道除在西藏日
报全媒体陆续推出外，还将结集成册，向建党
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献礼。

参加采访的西藏日报社记者部主任米
玛表示，此次采访活动是对先遣连进藏英雄
事迹的梳理和再现，更是对全体参与人员的

一次党性洗礼，作为党员和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者，感到异常自豪和光荣，同时也感到使
命在肩。

70年前的1950年8月 1日，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
战略决策，西北军区第二军独立骑兵师派遣
由汉、回、藏、维吾尔、蒙古、锡伯和哈萨克7
个民族共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执行先
期进藏任务。在没有道路，没有向导，极为艰
苦的情况下，先遣连于1950年9月进入西藏
阿里改则地区，率先与阿里噶本政府签订政
治和平协议，以付出63名革命烈士生命的悲
壮代价，有力促进了西藏和平解放。

追忆英雄事迹 献礼建党百年

西藏日报社“追寻先遣连的足迹”采访活动启动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群众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68岁的旺扎加措家在山南市措美县
的一个乡村，听父母讲，以前一家人一直
住在方块布搭的帐篷里，根本没有房子
住。西藏和平解放后，1960年，旺扎加措
一家四口分到了一座土石木头建的房
子。后来，等家庭条件好一些了，又重新
翻盖新房。目前，旺扎加措的父母已经
去世，他和家人在拉萨买了房，过上了幸
福的退休生活。

和平解放初期，我区住房总量不足30
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不足3平方米。
从1959年到1978年，中央加大对我区住房
建设的支援力度，新建了居民住房、职工
住房和农牧民定居点，我区农牧民人均住
房面积达到6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达到11平方米。2009年，我区城乡人
口总数达到290.03万人，城镇人均住房面
积达到33.83平方米，农牧区人均住房面
积达到23.62平方米，城乡居民住房水平
由原来的严重不足已逐渐迈向小康水
平。伴随国家一系列住房政策的出台，
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为民务实的执政理
念，不断调整住房政策，初步建立以廉租
房、周转房、公共租赁住房、农牧民安居
工程、城镇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为主
的城乡住房保障体系，以解决城镇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干部
职工和农牧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到2019
年底，我区农牧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积达
41.46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积
达33.4平方米，幸福指数大幅提升。数据
显示，2011年至2020年，共安排中央补助
资金172.8亿元，支持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
35.19万套。

“安居”才能“乐业”
确保搬迁户至少“一户一人”就业

此外，我区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26.6
万人住上了安置房。曲水县四季吉祥村是
我区首批易地扶贫搬迁点，2016年，洛桑念
扎一家从曲水县白堆村搬到曲水县才纳乡
四季吉祥村。“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新房子干
净漂亮，出门就能买到日常生活用品，生病
就医非常方便。”洛桑念扎如此概括他的新
生活。“安居”才能“乐业”。如今，四季吉祥
村周边建有万亩乡土苗木良种繁育基地、百
亩连栋温室、现代化奶牛养殖场等，村民基
本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洛桑念扎也成了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

我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藏北高海拔
牧区、南部边境地区和藏东横断山区等地，

易地搬迁成为摆脱贫困的合理选择。2016
年以来，我区加大以扶贫脱贫为目标的易地
搬迁力度，截至2020年，在海拔较低、适宜生
产生活的地区建成了964个易地扶贫搬迁区
（点），26.6万人自愿搬迁。同时，全区产业扶
贫资金的5%用于安置点产业发展，确保每
个搬迁户至少“一户一人”就业，实现了稳得
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2008年以来，中央
政府累计下发资金36.18亿元，支持我区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39.97万户
通过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
等，告别了破旧的夯土房、石砌房等危房，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安全房。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住房保障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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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儿童福利院
开展主题演讲比赛

商报讯（记者 张雪芳）为进一
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拉
萨市儿童福利院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活动，于近日组织开展了以“百年圆
梦 童心向党”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全体干部职工和100余名孩子参加
活动。

据悉，演讲比赛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共有16个孩子按照抽签的先
后顺序陆续演讲，参赛选手们紧扣

“百年圆梦 童心向党”这一主题，从
身边人、身边事出发，用生动的实
例、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在儿童福利
院成长的点点滴滴，他们朴素而又
生动的演讲感染了每一位观众，赢
得了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
逐，分别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和三等奖3名。

比赛结束后，拉萨市儿童福利
院院长诺布卓玛表示，殷切希望孩
子们能做一名知党恩、感党恩、跟党
走的好孩子，同时也希望广大党员
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岗
位，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儿童
福利事业建设中，为儿童福利院高
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国网西藏物资公司
开展重温红色历史活动

商报讯（实习记者 张琳）为进
一步弘扬爱国精神，近日，国网西藏
物资公司赴夺底电站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开展“寻红色足迹，忆百年峥
嵘”主题活动。

据了解，夺底电站于1925年建
立，是中国第二座水电站、西藏第一
座水电站。“2007年12月，夺底电站
因年久失修停止运转。”老前辈边讲
解边带领大家依次参观机房设备、
年代久远的数据资料以及前辈们的
居住环境，使现场党员干部们深刻
体会到前辈们不畏艰苦、积极投身
西藏电力建设的大无畏精神。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大家纷纷
表示，将时刻牢记入党誓言，自觉加
强党性锻炼，以老一辈西藏电力人
为榜样，不断为西藏电力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

拉萨市应急管理局
举办演讲比赛

商报讯（记者 车军伟）近日，拉
萨市应急管理局举办庆祝西藏和平
解放70周年演讲比赛，旨在唱响礼
赞新西藏、奋进新时代的昂扬主旋
律，激发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热情，以优异成绩为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献上美好祝福。

活动中，各参赛选手紧紧围绕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新西藏”这一主题，结合亲身经历、
祖辈的见证、自己的所思所想，讲
述了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讴歌了西藏的伟大变革和取得的
辉煌成就。

此次演讲比赛，还设计了知识
抢答环节，包括党建、防灾减灾和安
全生产等方面的知识，大家踊跃抢
答，整场活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充分展现了拉萨市应急管理局广大
干部职工的良好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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