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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工作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顽强拼搏、勇毅前

行，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过去一年，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

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使命任务，

主动适应发展大势和时代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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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大

原则、大道理。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

策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下转第二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024年 3月 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赵乐际

提
振
市
场
信
心

激
发
经
济
活
力

—
《
关
于
进
一
步
支
持
民
间
投
资
发
展

促
进
民
营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
解
读

本
报
记
者

李
梅
英

本报拉萨3月14日讯（记者 王雅

慧）14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刘江在拉萨市督导检查社会安全

稳定工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维护

社会安全稳定各项部署要求，时刻绷

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强化责任意识、强

化斗争精神、强化措施落实，持续抓好

维稳防控各项工作，坚决确保全区社

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张洪波一同督导检查。

在大昭寺广场便民警务站、八廓

南街便民警务站、安检站等地，刘江向

值班备勤民警表示慰问和感谢，详细

了解安保勤务、便民服务等情况，强

调，要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联勤巡逻

机制作用，保持队伍良好精神状态和

旺盛战斗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工作

联动，用心保平安、用情暖民心，提高

服务群众和治安防控能力，全力维护

平安稳定。

来到八廓街道办事处，刘江详细

了解基层社会治理、消防安全等工作

情况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基

层社区工作十分重要，上面千条线、底

下一根针。 （下转第三版）

刘江在拉萨市督导检查时强调

强 化 责 任 意 识 斗 争 精 神 措 施 落 实
坚决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2023年我区下达基本民生保障资金 10.46亿元

今年将深入开展“七个强化 七个提升”行动
本报拉萨 3 月 14 日讯（记者 郑

璐）近日，记者从 2024 年全区民政工

作会议获悉，2023 年，全区各级民政

部门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统筹安

全和发展，全力保民生、兜底线、救急

难、保稳定、促发展，为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自治区民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平措旦增介绍，2023 年，我区进一步

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 救 助 供 养 补 助 、孤 儿 基 本 生 活 保

障、“双集中”机构人员经费标准，下

达基本民生保障资金 10.46 亿元，惠

及特殊困难群众 38.47 万人（次），全

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改革完善社

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措施》，为 9363 名

边境区域低保对象增发 10％低保金

共计 482.25 万元；全区共登记成立社

会组织 878 家，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

现全覆盖； （下转第三版）

民间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稳定整体投资、扩大

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经全区

上下共同努力，2023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

长 35.1%（不含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西藏境内投

资），民间投资增长 8.8%。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 34.8%，工业投资增长 48.1%，民生领域投资增

长 31.8%。

据了解，从 2013 年首次举办“中国光彩事业西

藏行”到 2022 年底的十年间，西藏民营经济经营主

体数量增长了约 3.5 倍，民营企业总产值增长了约

2.4 倍，税收贡献增长了近 3 倍，提供就业岗位由 76.4

万个增长近两倍达 135 万个。但民间投资活力不

足、民营企业不平等待遇和隐形壁垒、民间投资质量

不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慢……这些摆在我区民

营经济面前的“拦路虎”与制约项，仍然影响着西藏

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自治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民间投资

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

《实施意见》），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大政策

支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推动破解民营经济发展

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有

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促进我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对照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有

关文件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从大力优化民

间投资发展环境、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完

善民间投资融资保障机制、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

保障、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等

六个方面提出了 23 条措施。

（下转第三版）

太阳翻过雪山，洒满西藏日喀则市

岗巴县岗巴镇雪村的大地时，穿着羊皮

袍子、皮肤黝黑的扎西多杰准时打开了

圈门。随着此起彼伏的“咩咩咩”声，羊

群就像开闸的洪水般倾泻而出，踏出滚

滚尘烟。

49 岁的扎西多杰是雪村水草丰美

养羊合作社的羊倌儿。“去年，合作社工

资加分红，我收入了 7 万多元，是全村最

高的呢！我们家差不多一半的收入来

源于合作社。”说起合作社的好处，扎西

多杰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以前扎西多杰主要放牧自家的 200

多只羊。虽然羊不多，但接羔育幼、销

售等阶段，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现在

他要放牧合作社的 600 多只羊，却感觉

轻松不少。合作社科学规模的养殖方

式，不仅提高了效率效益，也解放了村

里的富余劳动力。

“大家把羊交给合作社后，就有时

间在周边项目打工了。这又是一笔收

入。”扎西多杰说。

平 均 海 拔 4600 米 的 雪 村 共 有 107

户，世代均以放牧为生。他们放牧的羊

名为“岗巴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羊是好羊。但以前各家各户分散

的传统牧业经营模式，效益并不高。”雪

村党支部书记普布索朗说，2019年，在党

支部和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雪村转变

牧业生产经营思路，成立了养羊合作社，

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岗巴羊产业。

最开始，并不是全村都加入了合作

社。但随着效益显现，2022 年全村 107

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注册资金

达 380万元。

合作社理事长旺堆翻起了账本：2020

年，合作社收入 35 万元，分红 25 万元；

2021 年收入 50 万元，分红 44 万元；2022

年，收入 146.25万元，分红 111.8万元。随

着数字增加，旺堆的眉眼间都是笑意。

雪村岗巴羊产业蒸蒸日上的背后，

凝聚着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心血

和汗水。合作社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

的。通过科学养殖，合作社规模不断扩

大，但销路却成为了发展产业、提升效

益最大的困难。

如何拓宽销售渠道、提升效益？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多次研究、分析、论

证，利用第十二批强基惠民资金，雪村在

县城开办了一间岗巴羊销售服务中心。

这是岗巴县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岗巴县委副书记、驻雪村工作队队

长达瓦桑布介绍，销售服务中心不仅有

门店，还有冷库，配备了切割、绞肉、真

空包装等相关设备。

“通过包装，羊肉寄到西藏以外的

省市区都不成问题了。”达瓦桑布说。

“下一步，我们还要利用电商、互联

网+、网红直播、网络带货等新兴手段、

新兴方式，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使合作

社不断发展壮大，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普布索朗说，去年，全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2 万元，依托岗巴羊，大家都过上

了喜气洋洋的好日子。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民间

投资发展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详见第三版）

●从大力优化民间投资发展环境、完善民

间投资融资保障机制、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

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了23条措施

●全面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畅

通涉企投诉渠道、开展“打假治敲”专项行动，

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压减行政审

批事项和办理环节，拓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推动“网上办”“掌上办”

岗巴县岗巴镇雪村：

过上喜气“羊羊”好日子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3 月的拉萨，全民植树活

动如火如荼，各族干部群众踊

跃植绿、精心护绿，共同守护

家门前的绿水青山。

3 月 12 日，拉萨市堆龙德

庆区东嘎社区二组村民在植

树（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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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各 国 前 途 命 运 紧 密 相 连 的 今

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

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

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2023 年 3 月 15 日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世界首次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

着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

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

共识……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

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各国人文

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为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贡献中国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实践路径

“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

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当地时

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旧

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

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指明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的要旨所在。

人 类 生 活 在 同 一 个 地 球 村 ，乘 坐

在同一条大船上。面对扑面而来的各

种全球性挑战，各国理应超越历史、文

化 以 及 地 缘 和 制 度 的 差 异 ，共 同 呵 护

好 、建 设 好 这 个 人 类 唯 一 可 以 居 住 的

星球。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建设一个什么

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

方案。

为破解发展难题，习近平主席 2021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首提全球发展倡

议；为应对持续复杂变化的国际安全局

势，习近平主席 2022 年 4 月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着眼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主席 2023 年

3 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自此，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

文明三个维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 共 同 倡 导 尊 重 世 界 文 明 多

样 性 ；

—— 共 同 倡 导 弘 扬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 ；

—— 共 同 倡 导 重 视 文 明 传 承 和

创 新 ；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

合作。

习近平主席用四个“共同倡导”对

全球文明倡议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为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指明路径。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历史上，中华民族自信而又大度地

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谱

写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

曾创造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

当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

口，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的全

球文明倡议应时而生。

全球文明倡议既充分尊重文明多

样性的客观现实，又努力寻求各种文明

间的最大公约数；既重视文明传承，又

鉴往知来，合力探索构建全球文明对话

合作网络，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

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说，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

球倡议，为世界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

当这些倡议被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人们

所接受时，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就

出现了。

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注
入中国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

有 无 、互 学 互 鉴 ，创 造 了 古 丝 绸 之 路

的辉煌，书写了人类文明 交 流 史 上 的

华章。”

2023 年 5 月 18 日晚，习近平主席和

夫人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芙蓉

园为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的中亚国家

元 首 夫 妇 举 行 欢 迎 仪 式 和 欢 迎 宴 会 。

深厚的历史渊源、悠久的文明传承、共

同的伟大梦想，将中国同中亚五国团结

在一起。

“中亚国家高度评价并愿积极践行

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中亚峰

会发表的《西安宣言》，折射出中国理念

的广泛影响力。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来，中方积

极 致 力 于 推 动 各 国 相 互 理 解 、相 互 尊

重、相互信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

世界文明百花园。

促 进 心 与 心 相 通 ，启 人 文 交 流 新

篇——

中国广州，古琴演奏《流水》余韵悠

长，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

非正式会晤，共话“高山流水觅知音”的

相处之道；

美国旧金山，面向美国友好团体，

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

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越南河内，习近平总书记同越共中

央总书记阮富仲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

年和友好人士代表，强调中越友好的根

基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下转第四版）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凝聚全球合作共识
—写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