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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特稿

雪域幸福画卷越绘越精彩
——我区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综述

西藏日报记者 冯骥

“这五年，我的家乡换了大模样！”浪卡
子县普玛江塘乡副乡长久美曲桑感慨地说，

“‘小康房’错落有致、‘幸福路’风光无限，
2021 年，全乡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796元。”

平均海拔5373米的普玛江塘是我区持续
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的生动缩影。

驻足回眸征程，如沐春风、感恩奋进的高
原儿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奋斗方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正着力创建高原
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走出一条符合西藏
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焕活力：补短强弱夯基赋能
从墨脱县城向南行驶1个小时左右就来

到了背崩乡。
“由于特殊的交通条件，背崩乡曾经有很

长一段时间，生活物资、建筑物资需要靠人背
马驮。”背崩乡西让村党支部书记桑杰顿珠回
忆说。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村庄四面
延伸了生产生活路，百姓家的房子也开始进
行民宿出租。

西藏发展相对滞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
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近年来，我区坚持既
算经济账，更算民生账、民心账，大力推进交
通、能源、水利、通信等领域设施建设，一些制
约西藏发展的堵点难点正得到有效破解。

拉那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乡村公路通达
率分别达 100%和 99.96%，公路通车总里程
12万公里；新增航线19条，贡嘎机场T3航站
楼投运；2021年新建5G基站3083个，光缆线

路近28万公里；青藏铁路格拉段完成扩能改
造，川藏铁路全线开工、拉林段通车运营，

“复兴号”首次开进雪域高原……公路、铁
路、航空四通八达，电网、水网、互联网进村
入户，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变了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在我区松茸集中上市期，家住成都市高
新区的刘慧年年都要网购不少。“下单后，一
般第二天就能收到，当晚就可以吃上新鲜松
茸。”刘慧认为，能这么快地吃上西藏生鲜特
产，离不开西藏交通的发展完善。

当前，我区优质的新鲜牛羊肉、那曲虫
草、林芝松茸等高原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向
全国，走向更大的市场。仅以“林芝源”为例，
该平台已吸引全区58个品牌入驻，共有223
种产品，2021 年在广东的销量达到 6000 万
元，占各品牌全年总销售额的三成以上。

不仅如此，在完善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
西藏不断创新招商引资举措，出台税收、金
融、土地等优惠政策，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到

“世界屋脊”寻觅商机、投资兴业。2022年上
半年我区招商引资协议投资2853亿元、已到
位资金322亿元，实施项目接近900个。

兴产业：厚积成势提质增效
走进被誉为“藏戏第一村”的山南市乃东区

昌珠镇扎西曲登社区，一幢幢藏式小楼鳞次栉
比，在村庄田野里，随处可见拍照留影的游客。

扎西曲登社区焕发新活力，得益于当地
政府和湖北援藏共同实施的人居环境提升和
旅游民宿打造项目。如今，扎西曲登社区的
64户群众开办了家庭旅馆，年接待游客2万
人次。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马菁
林说：“我区是典型的高原经济发展区。高原
环境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这既是我们发展

的制约所在，也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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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为此，我区不断厚植绿
色发展底色，积极服务“六稳”“六保”，大力支
持高新数字、生态农牧、特色旅游等绿色产业
发展，使西藏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全区经济增
长的引擎和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目前，西藏清洁能源装机已超过发电装
机容量的91%，截至2021年年底，西藏电网累
计外送清洁电超90亿千瓦时；

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近
年来有上百家大数据企业落户高原，西藏数
字正加速“蝶变”；

数据显示，2021年，西藏全年接待游客
4150万人次，旅游收入441亿元；仅“十三五”
期间，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就业8.6万人次，
带动7.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了旅
游富民价值和生态保护价值的有机统一；

……
从拉萨河谷到三江流域，从羌塘草原到

雪域江南，从雅砻河畔到珠峰脚下，全区上下
正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清洁能源产
业、绿色工业、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发展高新
数字产业、边贸物流产业、现代服务业，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既平又稳。

绘幸福：民生厚度触手可及
2022年9月，收获的季节，在田间地头和

场院里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大家积极抢抓
晴好天气，抢收抢运青稞等农作物。国家统
计局日前发布的关于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
公告显示，2022年西藏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达
到107.3万吨，比2021年增加1.15万吨。

吉隆县普拉村扎西说：“虽然收获期受到
疫情影响，但各级部门都在想方设法，帮我们
把丰产的青稞抢收回来，颗粒归仓、‘丰收在

握’都得益于党的领导。”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

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维
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展就是让群众过好日子。
数据显示，2021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到2080亿元，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到46503
元、16935元；作为全国“三区三州”中唯一省
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

经济实力的增长，极大增进了各族群众
的民生福祉。

2021年，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9%；
农牧民转移就业69.3万人，实现劳务收入58.1
亿元；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通过国家验收；
西藏技师学院建成开班；健康西藏行动深入
开展，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2.19岁；实行集中
带量采购，药品、医用耗材价格持续下降；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月人均5629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
1.12万套；五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文艺
队伍遍布村居，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西藏
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品全面发放，党中央关
怀直达千家万户。

在立足高原实际中觅优势，在深挖后发
优势中努力追赶，在推动成果共享中感受幸
福，高质量发展的雪域画卷越绘越精彩。乘
着党的二十大的浩荡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上，高原儿女必将把着力创建高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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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项目化、方
案化、清单化，把路线图、规划图变成施工
图、实景图，努力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精彩
答卷。

商报讯（迪姬桑姆 记者 张雪芳）近日，G318线波密
至鲁朗段最后一车沥青混凝土完成摊铺、碾压，宣告该
项目沥青路面全线贯通。

波密至鲁朗段建设工程系川藏铁路配套公路项目重
要组成部分，项目路线全长157.62公里，可加宽段62.65公
里，道路新建大桥3座、中桥12座、小桥6座，设置涵洞340
道。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改善区域通行条件，优化物流运
输路线、提升道路安全系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该项目自2021年10月启动以来，在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林芝片区项目指挥部认真
贯彻落实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的工作部署，带
领各参建单位艰苦奋斗，充分发扬老西藏精神和“两路”
精神，精心筹划、主动作为，克服了高原施工、征地拆迁
等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难题，高质量推进项目安全实施，
圆满完成了项目建设目标。

G318线波密至鲁朗段沥青路面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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