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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10 日讯（记 者

耿锐仙 温凯 洛桑旦增 汪纯 刘枫）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引发强烈反响。大家

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

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

研究、阐释，担当新使命，开创新局

面，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走

深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

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

作为全区首家试点建设的县级

融媒体中心，山南市乃东区融媒体中

心运营的“藏源发布”客户端等平台

逐步成为乃东区干部群众学习领会

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窗口。该中心

主任索南加措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本地

实际，深化媒体融合发展，把更多优

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向主阵

地汇集；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采写更多带

有“酥油味”、沾有“泥土香”的新闻作

品，切实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更好地引导群众、服

务群众。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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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8 日讯（记者 李梅英 裴聪 杨

小娟 张宇）记 者 从 自 治 区 旅 游 发 展 厅 了 解 到 ，截

至 10 月 6 日，全区中秋国庆假期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 285.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4.94 亿元。

其中拉萨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95.08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9.42 亿元。

数据显示，布达拉宫累计接待游客人数 53084

人 次 ，大 昭 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52766 人 次 ，扎

什 伦 布 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25599 人 次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景 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22050 人 次 ，巴

松 错 景 区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28646 人 次 ；全 区 星

级饭店入住率 68.99%；全区旅游市场出动执法检

查 545 人 次 ，共 受 理 旅 游 投 诉 119 起 ，受 理 咨 询

431 起。

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记者见到导游平措

扎西。“今年带的旅行团，先行抵达林芝的居多，大

部分游客计划在林芝休整后，再去拉萨、山南、日喀

则等地，这样可以一定程度缓解高反。”他说，从今

年自身带团的数据来看，西藏旅游市场超过了 2019

年的同期水平。

今年以来，自治区以加大 G318+G219 为主线

的戍边文化、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产

品供给和宣传推广，对 A 级景区、旅行社、星级饭

店（宾 馆）、旅 游 客 运 进 行 奖 励 补 助 和 福 利 优 惠 ，

积 极 整 合 优 势 资 源 ，推 出 大 量 本 地 游 产 品 ，如 藏

域星球天文体验馆、西藏牦牛博物馆、国家 5A 级

景区巴松错等。为激发区内假日旅游消费市场活

力。9 月 27 日，我区出台《措施》促进夜间经济和

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助推了西藏旅游经济

内循环发展。

此外，为保障市民游客出行，我区双节期间累

计投入运营客车 11592 台次，完成公路客运量 23.21

万余人次，铁路进藏旅客 6.13万余人次，民航航班起

降 1463 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7.5 万余人次。青藏

集团公司、民航西藏区局等不断优化运输方案，提

高运输服务质量，精准化、动态化做好运力调整，全

力保障市民游客顺利、安全出行。

10 月 5 日晚，在第三届中国西藏“环

喜 马 拉 雅 ”国 际 合 作 论 坛 新 闻 发 布 会

上，发布了《林芝倡议》，提出了深化国

际生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共享发展成果；促

进 人 文 对 话 交 流 ，维 护 世 界 文 明 多 样

性；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四点倡议。

对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李桑

表示，《林芝倡议》呼吁各方深化国际生

态合作，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 共 生 。 西 藏 作 为 我 国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将

始 终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生 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积极落

实《林芝倡议》确定的各项共识，进一步

立 足 西 藏 区 位 特 点 ，充 分 发 挥 环 境 优

势，聚焦亚洲水塔、生态系统、“双碳”潜

力、生物多样性等重大课题，加快推进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成果转

化运用，为美丽中国建设创造更多西藏

经验、西藏特色、西藏样板。

第三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

际合作论坛特别设置“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分论坛，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科学理念，体现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

的时代要求。“这既为西藏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提供了宝贵契机，也为国际

社会了解中国西藏始终致力环喜马拉

雅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提 供 了 重 要 窗

口。”李桑告诉记者。

李桑说，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西藏生态文化

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我区充分挖掘和

弘扬优良传统生态文化，广泛开展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5 个市地、9 个县区成功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 县 1 村

成功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林芝倡议》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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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桑说，西藏经济因绿而增、伴绿

而行、趋绿而兴。我区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 念 ，着 力 把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经济优势，逐步发展壮大了一批经

济“含绿量”高的特色优势产业。在建

电力装机 1371 万千瓦，外送电量 25 亿千

瓦时，绿色工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快速

发展、动能强劲。同时，西藏将加快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始终坚持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深

入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颁布施行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

保护法制更加健全、制度更加成熟。

“《林芝倡议》将为我区扩大对外开

放、坚持绿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李桑

说，我们将把握机遇、再启新航，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环喜马拉雅

地区生态环境一体保护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新华社拉萨 10月 10 日电（记者

春拉）记者从 9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文

物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三五”时期，国

家累计投入 21.68亿元资金，重点从西

藏文物保护、文物安全、考古和历史研

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博物馆高质量

发展、提升科技能力等方面加大了对

西藏文物事业的支持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共调查登

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 4468 处，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 2373 处，可移动文物 51

万件，文物资源状况逐步廓清；系统

实施了 195 项考古发掘项目，为更好

塑造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

公布《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文物保

护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等地方性

文物保护法规，编制布达拉宫、罗布

林卡、大昭寺等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规划，文物保护体系得到

进一步完善。

“十四五”期间，西藏完成文物对

口援藏项目 35 个，落实援藏资金 2554

万元，为西藏文物事业加快发展注入

了强大动力。

9 日，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加强西藏文物

保护利用合作协议》。据悉，协议将

围绕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创新、文物安

全防范、文物资源保护管理、文物古

迹系统性保护、考古研究、文物科技

创新、文博人才培养等领域，共同推

动西藏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支持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国家投入超 20亿元助力西藏文物事业发展落实《林芝倡议》，为国际生态合作贡献中国西藏力量
—访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李桑

本报记者 李梅英

王君正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俞培根一行座谈

强化务实合作 促进共赢发展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俞培根一行座谈。这是座谈现场。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本报拉萨 10月 10日讯（记者 张黎黎 张尚华）近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与中国东方电气集

团董事长俞培根一行座谈，并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自治区领导严金海、陈永奇、达娃次仁，中国东方

电气集团领导李忠军参加。

王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东方电气集团

参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

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

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任务，明

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

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担当作为、扎实工作，

推进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全、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防巩固、人民

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景象。

王君正指出，全区上下正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作为国有

大型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服务西藏

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了央企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

希望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共同推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积极参与西藏产业培育和发展，立足西藏优势，

积极培育清洁能源、轻工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水

电、风电、地热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支持西藏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经济优势。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发挥人才、技术等

优势，实施人才援藏、智力援藏等工作，带动提升干部人

才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肩负起国有大型

企业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西藏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俞培根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

谢，并简要介绍了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发展历程。他说，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将切实履行国有企业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

成效，深度参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西藏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前言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怀着友

好交往的朴素愿望，穿越草原沙漠，

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

开 辟 了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的 大 交 流 时

代。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扬帆远

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

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

交融新时期。

古 丝 绸 之 路 绵 亘 万 里 ，延 续 千

年，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路，也是

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为人类社会发展

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先后提出

欧亚大陆桥设想、丝绸之路复兴计划

等，反映了各国人民沟通对话、交流

合作的共同愿望。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 月和 10 月，先

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

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

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

10 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

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

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

到 精 耕 细 作 的“ 工 笔 画 ”，取 得 实 打

实、沉甸甸的成就，成为深受欢迎的

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相

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推进

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

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为介绍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

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的

认识理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让“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

和人民，特发布此白皮书。

一、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文明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问

题和挑战。中国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和

整体利益，因应全球发展及各国期待，

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这一人类文明的

宝 贵 遗 产 ，提 出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这一倡议，连接着历史、现实与未

来，源自中国、面向世界、惠及全人类。

（一）根植历史，弘扬丝路精神

公元前 140年左右的中国汉代，张

骞从长安出发，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

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中国唐

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

发展，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商道。

15世纪初的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海，

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千百

年来，古丝绸之路犹如川流不息的“大

动脉”，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

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

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

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

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

民的聚集地，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

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积淀了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作为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千

年古丝绸之路深刻昭示：只要坚持团

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

赢，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

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

展。丝路精神与中华民族历来秉持

的天下大同、万国咸宁的美好理念相

契合，与中国人一贯的协和万邦、亲

仁 善 邻 、立 己 达 人 的 处 世 之 道 相 符

合，与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相适应。

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天下的大党，

中国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共建

“一带一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丝

路精神，唤起人们对过往时代的美好

记 忆 ，激 发 各 国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的 热

情。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向历史致

敬，再现古丝绸之路陆上“使者相望于

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海上“舶交

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更是向未来

拓路，从古丝绸之路和丝路精神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沿着历史的方向继续

前进，更好地融通中国梦和世界梦，实

现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对和

平安宁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下转第二版）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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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植历史，弘扬丝路精神

（二）因应现实，破解发展难题

（三）开创未来，让世界更美好

二、铺就共同发展繁荣之路

（一）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二）理念：开放、绿色、廉洁

（三）目标：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四）愿景：造福世界的幸福路

三、促进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

（一）政策沟通广泛深入

（二）设施联通初具规模

（三）贸易畅通便捷高效

（四）资金融通日益多元

（五）民心相通基础稳固

（六）新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一）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活力

（三）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四）为人类社会进步汇聚文明力量

五、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