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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

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

新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新时
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指明前
进方向

燕山脚下，国风浩荡，文脉不绝。

2023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

北京中轴线北延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考察。

走进国家书房，总书记的目光望向顶部中

央藻井内的星空穹顶。穹顶上，宋代石刻天文

图展现古人智慧，星汉灿烂、浩渺深邃；书房

内，15 组巨型书柜陈列近 3 万册新中国精品出

版物，思想的星空蔚为大观。

文明生生不息，思想与时俱进。

次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

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并强调，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

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

断丰富发展。

10 年前的 8 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

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共

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

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

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清醒冷静的叩问，贯穿着对宣传思想文化

事业的远虑深谋。

这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

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应当如何凝心铸魂、

高举旗帜？

这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呼唤：一个民族

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想要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攀登新的思想

高峰，应当如何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这是赓续历史文脉的高度自觉：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

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应当如何主动作为、再谱华章？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题

导向，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3年 11月，北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这一正式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大

幕的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

工作的一席话振聋发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

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

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

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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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鲁朗10月 6日电（记者 张

尚华 张黎黎 刘文涛）5 日，自治区

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林芝鲁朗会见

来藏出席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

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蒙古国副总

理阿玛尔赛汗一行。

自治区领导陈永奇、达娃次仁

参加。

王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

和全区各族人民，对阿玛尔赛汗一

行表示欢迎。他说，多年来，在中

蒙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势头，

务实合作成果显著。

王 君 正 表 示 ，蒙 古 国 是 西 藏

对外开放与合作的重要方向。我

们 将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坚 定 执 行 党 中 央 外 交 方 针

政 策 ，把 西 藏 的 发 展 开 放 同 促 进

中 蒙 关 系 更 紧 密 地 结 合 起来，在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高 水 平 开 放

上 迈出更大步伐。积极参与中蒙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

略 ，深 化 与 蒙 古 国 在 旅 游 、文 化 、

人 文 等 领 域 的 务 实 合 作 ，扩 大 西

藏自治区与蒙古国地方的交流交

往 ，为 中 蒙 关 系 行 稳 致 远 作 出 西

藏贡献。希望阿玛尔赛汗副总理

一行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

更加进步、开放、美丽的西藏介绍

给 蒙 古 国 民 众 和 国 际 社 会 ，让 世

界 更 好 了 解 西 藏 ，让 西 藏 更 快 走

向世界。

阿玛尔赛汗祝贺第三届中国

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成功举办，高度赞赏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说，蒙古国政

府长期以来致力于蒙中睦邻友好，

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蒙

中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是地区合

作的好伙伴，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蒙中关系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

择。西藏是中国与南亚各国交往

的重要门户，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

和地缘优势。蒙方愿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发挥各自优势、扬

长避短，密切交流交往，深化旅游、

文化、环境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同中国西藏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发

展再上台阶。

王君正会见蒙古国副总理阿玛尔赛汗

10 月 5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林芝鲁朗会见来藏出席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

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蒙古国副总理阿玛尔赛汗一行。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本报鲁朗10月 6日电（记者 胡文）

10月 4日至 6日，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

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市鲁朗国

际旅游小镇举行。论坛期间，280 余名

中外与会嘉宾在林芝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厅、鲁朗扎西岗村和鲁朗高山牧场

等处参观考察，近距离感受林芝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在米纳羌姆舞蹈表演中，嘉宾们

展开了在林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

的参观考察。他们一边认真聆听讲解

员对林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

一边仔细观看展厅里的非遗和文创产

品。在藏族服饰和珞巴民族服饰展台

前，有的嘉宾还特地穿上民族服饰拍

照留念。在察隅木碗、波密八盖木制

锁、金东藏纸等展台前，嘉宾们沉浸式

感受着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鲁朗高山牧场，与会嘉宾们兴

致勃勃地体验了骑马、射箭等民俗活

动；走进鲁朗扎西岗村，嘉宾们与村民

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特

别是民宿经营状况。部分嘉宾还走进

鲁朗林海、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林芝经

济开发区进行参观。

土库曼斯坦电视台政策局主任托

菲克·穆斯塔法耶维奇·马梅多夫表示：

“非常有幸能来西藏参加此次论坛。这

次行程让我感受到西藏的自然生态非

常好，而且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都很

好。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通过这次西藏之旅，我对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有了更深的感悟。”

“来到西藏，对我来说是梦想的实

现。在印度尼西亚时就看过很多关于

西藏的报道，一直很向往。今天走进

林芝，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环境保护做

得非常好。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我将

会把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告

诉更多的人。”《雅加达邮报》特约撰稿

人泰迪·特里拉克索诺说。

在藏期间，论坛部分与会嘉宾还

到拉萨市、日喀则市参观考察。

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

合作论坛与会嘉宾在林芝参观考察

本报日喀则10月 6日电（记者 杨子

彦）自今年日喀则市青稞产业大数据中

心建设以来，推出 18 项涉农服务，实现 3

万余亩制种基地数字化管理，打通了日

喀则市农业农村局 9套涉农系统 27类数

据，以数字化方式办理颁发了西藏第一

批农机驾驶牌照，为全产业链的数字化

转型升级、全域推广服务奠定了基础。

今年 9 月，《西藏日喀则市青稞产业大数

据中心建设》入选农业农村部“2023 年

智慧农业建设优秀案例”。

据了解，作为青稞产业大数据中心

项目实施主体，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紧

抓“数字机遇”，将卫星遥感、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同特色农牧主

导产业提质升级紧密融合，重点在防灾

减灾、农机管理、青稞溯源、产业发展等

方面提供数字化管理服务，推动青稞产

业大数据服务体系、数字青稞标准化生

产经营体系、数字化青稞种植应用示范

基地建设，促进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新引

擎。据介绍，为了让更多农牧群众享受

数字发展红利，日喀则市青稞产业大数

据中心建设项目将在一期 3 万余亩制种

基地数字化管理成熟应用基础上，推广

覆盖到全部 6 万亩青稞良种繁育基地及

青稞产业集群，并将功能拓展到其他农

牧 业 领 域 ，赋 能 全 市 农 牧 产 业 提 质 升

级，带动农牧民群众增产增收。

此外，日喀则市编制完成了《日喀

则市数字乡村建设工作方案》等政策文

件，正稳步开展农村数字化建设及示范

推广工作。目前，桑珠孜区国家数字农

业（青稞）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已落

实中央预算内投资 1997万元。

日喀则市青稞产业大数据中心

18项涉农服务助力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郁琼源 刘

洪明）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西藏措美

哲古风电场 15 台单机容量 3 兆瓦以上

风力发电机组 4 日成功并网发电，其

中批量使用了目前我国超高海拔地区

已投产单机容量最大的 3.6 兆瓦风电

机组。

西藏措美哲古风电场位于喜马拉

雅山北麓的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风

机设立在海拔 5000 米至 5200 米之间，

总装机 72.6 兆瓦，共布置 25 台风机。

一期项目 10 台机组已于 2021 年 12 月

全容量并网，成为西藏首个超高海拔

风电开发技术研究和科技示范项目，

也 是 首 个 并 入 当 地 主 电 网 的 风 电 项

目。今年 8 月 3 日，二期项目首批 5 台

单机容量 3.6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功

并网发电。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后，风

电场年发电量将超过 2 亿千瓦时，可以

满足近 14万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据介绍，措美哲古风电项目顺利

并网，为后续大规模连片化开发风电

奠定基础，将助力超高海拔地区多能

互补基地建设，为山南市实现乡村振

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路径。

措美哲古风电场二期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本报拉萨10月 6日讯（记者 索朗

琼珠 次仁片多）今年以来，拉萨市城

关区创新推出在职党员“双报到双积

分”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八大志愿服

务载体”，开发“云报到”智慧小程序，

为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提供

便捷平台，持续调动社会面各级党组

织和在职党员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中。

基 层 实 践 催 生 基 层 治 理 新 体

系。拉萨市城关区着眼于解决在职

党员统筹协调不畅、参与基层治理不

积极，转变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工作

中“ 单 打 独 斗 ”的 局 面 ，以 在 职 党 员

“双报到双积分”工作机制、“云报到”

智慧小程序为依托，开展在职党员进

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截至

目前，共有 1740 个驻地单位党支部和

30339 名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并登记

注册相关信息。

创 新 载 体 探 索 志 愿 服 务 新 路

径。“双报到”即机关党支部和在职党

员 到 驻 地 社 区 和 居 住 地 社 区 报 到 ，

“双积分”即志愿服务积分排名和积

分兑换。

（下转第二版）

拉萨市城关区“双报到双积分”机制赋能基层治理

阿里地区东部拥有众多矿物质含量丰富的咸水湖，这些色彩丰富的湖泊与多彩的大地相互映衬，形成了瑰丽奇幻的景观。

这是位于措勤县的扎日南木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2023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第三届中国西藏“环

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中国西藏林芝举行。各

方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享发展合作成果”主

题，就生态环保、发展合作、人文交流等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广泛共识。

环喜马拉雅地区人口众多、文明多元、生态多

样，地区发展攸关全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环喜马拉

雅地区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传统友

谊世代相传，各国政治往来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深化环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合作，有益于增进

相互理解，推动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丰富国际合作

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

果。为此，中方倡议：

——深化国际生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

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为促进环喜马拉雅地

区和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案。我们将携

手完善环喜马拉雅地区环境治理，加大生态资源保

护力度，共同应对生态挑战，加强环喜马拉雅地区

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开展沙化荒漠

化治理、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推动环喜马拉雅地

区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绿色

环保等产业合作，促进环喜马拉雅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

（下转第二版）

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林芝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