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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拉琼。

本报记者 张尚华 摄

拉琼：

希望西藏品牌能够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张尚华 张黎黎 索朗群培

真抓实干谋发展 满怀信心奔新程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梅英 张尚华 张黎黎 旦增旺姆 张思雨

①①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四级职员扎西尼玛：

近年来，西藏电网结构不断优化，供电能力不断提升，为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西藏地域范围广、自然条件复杂，农网基础总体仍然

薄弱，农网建设改造任务十分艰巨。新起点上新作为，对西

藏电力发展建设，我希望持续优化电网电源结构，加快推动

农牧区、边境地区电网建设，增强电力系统调节控制和安全

保障能力，切实提升兴边富民行动实效。

住藏全国政协委员魏博平：西藏民航的跨越式发展，在

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西

藏的交通条件和发展环境，极大促进了西藏融入国内经济大

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有力服务了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怎样让偏远地区旅客获得更好的航空出行服务？作为

世界上首家以高原为基地的航空公司，西藏航空一直为此积

极努力。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急旅客之所急，想旅客之所想，

让出行更便捷、服务更贴心。

日喀则市岗巴县直克乡乡长张旭：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

结了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科学部署了今

年的目标任务，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下

一步，我们将不断激发直克乡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充分

发挥养殖业优势，积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切实增强全乡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党支部书记郑那露：政

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强 村 是 最 优 美 的 线 条 ，富 民 是 最 温 暖 的 底

色。近年来，我们村致力于打造“219 国道丙察察云南进藏

第一村”品牌，并以乡村旅游为支撑，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

助力富民强村。2023 年，全村仅靠挂果的 126 亩突尼斯软籽

石榴就增收 10 万元。同时，在察隅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

入资金种植羊肚菌，准备把羊肚菌产业培育成新的特色支

柱产业，进一步扩大群众增收途径。相信 2024 年松塔村会

发生更大变化。

（本报记者 张尚华 张黎黎 旦增旺姆 王雨霏 谢筱纯

整理）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

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坚持不懈抓好

“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高原

牦牛、藏医藏药、阿旺绵羊、青稞等等，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着力在做大规模、做响品牌、延长产

业链上下功夫，持续激发传统特色产业和优

势产业发展活力，做好产业发展大文章，助推

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农畜产品加工业是拉动西藏农牧民收

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拉萨市当雄县

立足当地“牦牛养殖挑大梁”的客观实际，推

进牦牛全产业链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重点对现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延链、强

链，探索形成“良种繁育+科学养殖+屠宰加

工+品牌营销”四位一体发展模式，使牦牛产

业发展层次和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如今，

当雄牦牛已成功注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

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完成了当雄“有身份

证”的牦牛肉“SC”认证。随着牦牛产业链的

不断完善，全国各地的订单也接踵而至。

发展净土牧场、家庭牧场、合作社是当雄

县推动规模化养殖的重要渠道。罗布拉达就

是当雄县第一批经营家庭牧场的农牧民。他

告诉记者：“我经营家庭牧场至今，已累计创

收 140 余万元，除收入较过去成倍增长外，还

学习掌握了畜牧养殖技术。如今，牦牛销路

稳定，我是真正过上了‘牛日子’。”

藏医药是我区的传统产业、特色产业，

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扎村在朗县县

委、县政府和广东援藏力量的帮扶下，借助

藏医药底蕴深厚的有利条件，推广种植藏药

材、开发特色药香。

“2023 年，我们村的苏卡药香厂年销售

额突破 100 万元。在藏药材种植方面，以种

植桃儿七为主，目前种植面积 100 多亩，市场

前景很好。”扎村党支部书记拉巴次仁介绍

说，“如今，网络经济发展迅速，我们也不能

掉队。下一步，计划让村民学习直播卖货，

通过网络销售渠道，提升药香和藏药材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林芝市波密县扎木镇康木村过去以种

植青稞、小麦为主，经济结构单一，缺乏特色

产业支撑。近几年，康木村以产业促振兴，

给村里带来了新变化。“我们村目前共种植

天麻 37 亩。可别小看这几十亩天麻，去年，

村里种植户就靠这些天麻，户均增收 5000 多

元。”康木村党支书多吉介绍说，“下一步，我

们计划邀请县里和市里的种植专家给村民

们传授天麻种植技术，让更多村民参与种植

天麻，走上致富路。”

产业连着就业，是群众稳定增收、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昌都市贡觉县，

“阿旺绵羊”因其皮质好、肉质嫩、适合在高

原养殖，已然成为推动当地产业发展的一张

“金名片”。近年来，贡觉县采用“公司+村集

体合作社+农牧户”的合作模式，不断延伸产

业链，标准化规模化养殖“阿旺绵羊”，实现

了农牧业增产增效、农牧民增技增收，让群

众的生活真正“旺”了起来。

贡觉县农牧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翠介绍说：“2023 年，全县共为藏东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代养育肥阿旺绵羊 1950 只，养

殖户户均增收 1516 余元。下一步，我们将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积极总结阿旺绵

羊饲养过程中的科技成果，以科技赋能助推

阿旺绵羊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征

的产业文化，助力昌都市畜牧业蓬勃发展。”

与“90 后”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车

间主任拉琼见面时，他正在认真准备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发言材料。

作为一名基层的企业人大代表，履职以来，拉琼积极参

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调研、走访、学习等活动，关注民

生、反映民意、传达民声。

“这些经历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知

识，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代表，更激励我努力学习，不断提升履

职本领，带领同事一起推动企业更好地发展。”拉琼告诉记

者，“从一名最基层的车间工成长为车间主任，我也是高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04 年，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2006 年，拉琼

进入公司工作至今。

18 年来，拉琼从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职场新手，边学边

干、边干边学，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标兵，这不仅得益于自

身的不断努力，还得益于党和国家对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的关

心关怀。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好政策的支持，作为企业

员工，我深有体会。”拉琼说，“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让企业发展信心十足。”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了《西藏自治区轻工

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25 年）》，拉萨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拉萨市轻工业发展促进行动计划》，这些都为推动高原轻

工业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拉琼说：“党委、政府研究制定接地气、可落实的惠企政

策，做实做细各项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比如在去年，拉

萨市开展‘上门服企助企日’活动，市领导来我们企业调研好

几次，详细询问公司业务、经营等情况，倾听我们的诉求，共

商发展对策，这无疑为我们企业加快发展增添了动力、提振

了信心。”

轻工产业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

需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公司成立 20 年来，坚持发挥企业

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本地员工占

比 95%以上，而且我们用的原料青稞，都是从当地老百姓手里

收购，有力促进了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拉琼说。

对于未来，拉琼满怀憧憬：“希望西藏品牌能够做大做

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进而形成经济优势，促进西藏

轻工制造业走上高端、高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下活“产业棋” 走好“富民路”
本报记者 卢文静 张猛 平措郎加

今天的西藏正处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机遇期。3 月 5 日，聆听政府工作报告

后，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心潮澎湃、信心满怀，一致认为，在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发展奋进的路径更

清晰，实干的信心更坚定。大家纷纷表示，

要坚定不移行改革之道、走开放之路、推创

新 之 举 ，确 保 经 济 当 前 有 活 力 、未 来 有 潜

力。

全国人大代表、林芝市委副书记、市长

巴塔说：“林芝是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过

去 的 一 年 ，在 国 家 和 自 治 区 好 政 策 推 动

下 ，林 芝 改 革 开 放 先 行 、高 质 量 发 展 速 度

实 现 新 跃 升 、效 益 实 现 新 突 破 、基 础 实 现

新 提 升 。”他 向 记 者 列 举 了 一 组 林 芝 市

的 发 展 成 果 数 据 ：2023 年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35 亿 元 、增 长 9.5%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139 亿 元 、增 长 17.1%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完成 12.39 亿元、增长 16.5%；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 46344 元、25451 元、

分别增长 6.7%、9%。

巴塔介绍说：“林芝将把高质量发展作

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内挖潜力、外聚合力，加快重大项目

建设，促进消费扩容升级，全力抓好招商引

资，着力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努力为全区‘四

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作出林芝贡献。”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

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区上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

建”，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各条战线干字当头、争创

佳绩，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更快增长。

2023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2392.67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9.5%，人均突

破 6 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51900 元和 19924 元，增长 6.5%和 9.4%，主要

经济指标中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全区经济总

体回升向好。

作为基层干部，全国人大代表、林芝市

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村委

会副主任罗布央宗对身边的发展变化最有

发言权：“我感触最多的是道路交通。2013

年 10 月，扎墨公路正式贯通，现如今，已实现

全面硬化，加之在建的国道 G219 线穿境而

过，使所有行政村全部通车了。要致富先修

路，便捷的交通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3 年 ，墨 脱 县 在 创 建“旅 游 名 县 ”上

持续发力，在全区率先取消门票收费，成功

创建果果塘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顺利入选

2023 年国家级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

连续三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在做

大做强特色农牧业方面，建成高山有机茶

园 103 个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达 1.9 万 亩 ，共 采

摘茶青 50.22 万斤，带动群众增收 512.58 万

元。“立足于墨脱独特的自然禀赋，通过发

展林下经济、茶产业、民族手工业等促进增

收，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罗

布央宗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企业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

制，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

发展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国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

惠企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自治区

党委、政府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

策，加快推进出台《西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建立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制度，推

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50 条”，深入实施减

税降费政策……

在 谈 到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时 ，住 藏 全 国 政

协委员、西藏众源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卓 嘎 深 有 感 触 ：“ 公 司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国

家和自治区营造的宽松发展环境和出台的

各项惠企政策。聆听大会后，明显感觉国

家 对 数 字 经 济 、技 术 创 新 的 要 求 更 高 了 。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资金投入到提高研

发人员待遇、技术改革创新、升级研发设备

等方面。”

得益于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公司成

功获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基地”，荣获

“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荣誉称号。“好

的营商环境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既是

践行新发展理念，也是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

战略的具体行动和具体体现，对推动制造业

核心技术与关键领域创新，进而推动经济整

体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卓嘎说。

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发展。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西藏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更足、底气更足、成色更足。

3 月 5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分界别讨论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住藏全

国政协委员紧紧围绕两个报告，结合我区政协工作

实际，在小组讨论中积极履职建言。

图①：住藏全国政协委员卓嘎(左)和朗杰拉措

（右）在会议结束后讨论交流。

图②：住藏全国政协委员朗杰拉措（右）在会议

开始前与参会的其他委员讨论交流。

本报记者 张思雨 旦增旺姆 摄

3 月 5 日下午，十四届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西 藏 代 表

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

图③：来自隆子县斗玉

珞 巴 民 族 乡 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扎 西 江 村 在 西 藏 代 表 团

审议时发言。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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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