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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幸福的城市，必须
有鲜明的民生底色。

谈及民生，犹如沐浴和煦的春风，温润着
百姓心田。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各族群众的生活
越过越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
党委、政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贯彻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
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无论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还是群众的吃穿住
用行发生的显著变化；无论是坚持把掌握资
金的90%和援藏资金的80%以上向基层和民
生领域倾斜，还是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1.1
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绘就了一幅雪
域高原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

“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的，不仅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老百姓
的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更加坚定了
我们跟党走，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信心和
决心。”居住在拉萨市绕赛社区居民果木桑老
人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笑得合不拢嘴。

住在山南市人民医院附近的群众拉姆告
诉记者：“新医院有舒适整洁的环境，宽敞明
亮的病房，分布合理的诊室，看病专家也多，
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大医院，看病真是
太方便了。”2020年5月，山南市人民医院整
体搬迁，新医院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部、
中心血站、专家楼、精神卫生楼和相关配套功
能建筑以及附属配套设施完备齐全，为老百

姓撑起了“健康伞”。
曾是昌都市芒康县嘎托镇嘎托村的贫困

户加它在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享受到了诸多
扶贫惠民政策，3个孩子上学也得到了教育
扶贫资金救助。“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国家的
好政策让孩子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相信我们
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加它说。

……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近年来，

我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握好改善民生、凝
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民生发展
意识、突出民生发展重点、落实民生发展举
措，坚持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
给群众，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
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以钉钉子精神，一件一
件抓落实，推动民生工作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让各族群众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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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至2020年，安排中央补助资金172.8亿元，支

持西藏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 35.19 万套。
2019年以来，安排中央补助资金2.3亿元，支
持西藏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8900户。推进
农牧区水、电、路、气、讯、邮政、广播电视、优
化环境为主的综合整治工程，乡村面貌发生
彻底变化。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4598元，比上年增长12.7%，连续
18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近 5 年增速保持在
13%左右，增速均居全国第一。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长10%。

这一组组令人欣喜的数字，无不让群众
感受到我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幸福
的“温度”。

民生改善之路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起点。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西藏各族人民正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全面贯彻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团结一心、锐意
进取，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西藏
篇章而努力奋斗。

新征程的中国：
幸福新西藏 发展新画卷

民生改善绘就幸福底色
——“幸福新西藏 发展新画卷”民生福祉篇

■西藏日报记者 王雨霏

阿里图书馆坐落于阿里地区狮泉河镇文
化路，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达2926平方米，建筑风格体现民族特色。
2018 年，阿里图书馆因故易址重建。2019
年，经过选址、设计、可行性论证等一系列工
作，阿里图书馆建设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该馆主体建筑于
2020年12月封顶。那么，阿里图书馆何时能
开门接待读者呢？“目前，阿里图书馆主体建
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完善基础设施的
阶段，比如一些阅览室的软装潢及水、电、网
络的接入和消防设施等。”俞江说。现阶段，
项目整体有序推进，力争今年底进一步完善
相关基础设施，使场馆达到试运营状态。

在项目开工建设之初，俞江和同事们对于
阿里图书馆就有“新期待”：“要把它打造成一家

‘可生长’的图书馆，赋予它更多功能，在阿里地
区培育并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社会风气。”

众所周知，一家图书馆肩负着传播党和

国家政策、法律知识、历史文化、生产生活常
识等一系列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然而，阿
里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小、群众文化程度
普遍较低。因此，阿里图书馆结合实际，打造
了有声读物录音棚，这是该馆的一大亮点，它
将把有声书送到每一位读者手中，通过微信
公众号就能收听有声书籍，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真正达到提高群众文化素
养的目的。

此外，古籍善本修复研究中心、象雄文化
研究室、非遗传承室、文创空间等都将成为阿
里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图书馆不止
于阅读”的美好愿景。

除了结合本地实际新增的功能外，阿里图
书馆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一家“非传统”意义的
图书馆。为此，它在运营模式上下了很大功夫。

阿里图书馆将抛弃等待读者上门的传统
运营模式，以理事会工作制度运营，即辖区内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等都成为该馆

理事单位，然后再根据各理事单位特点，开展
订单式服务。“各单位需要什么书，我们就送
上门去，而不是让一些无用的书放在书架上

落灰。”俞江说。其次，他们要把书送到更远
的地方去，开设农家书屋或是茶馆书屋，服务
更边远地区的老百姓。

我国海拔最高地市级图书馆预计年底试运营
阿里图书馆将以理事会工作制度运营，开展订单式服务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它的存在可让文化有更多生长的可能，也让文化有安静沉淀的空间。自2019年起，在海拔
4273米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一座藏式二层建筑紧紧依偎着阿里博物馆西侧拔地而起，建筑工人们与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其间，一
派热火如荼的基建景象。这座建筑，正是日后要迎接广大读者的阿里图书馆。我国海拔最高的地市级图书馆长什么样？听阿里
博物馆（图书馆）副馆长俞江娓娓道来。 记者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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