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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新时代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吴齐强

本报拉萨 3月 22日讯（记者 张黎黎 刘

文涛 张尚华）3 月 21 日，自治区党委财经委

员会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

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君正主持并讲话。强

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着力提高

领导干部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积

极主动的心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推动

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 治 区 党 委 财 经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精神，听取了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

2023 年工作总结、2024 年工作要点，安排部

署下一步工作。

王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

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

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

自觉把西藏高质量发展置于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全国统一

大市场，以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王君正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

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聚焦重大

项目、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抢抓机遇，把

握大局大势，主动对接国家政策和投资取

向，强化重大项目储备和要素保障，协调推

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确保经济当前有活

力、未来有潜力。聚焦产业发展、着力优化

产业布局，突出抓好“九大产业”发展，有重

点、分批次、求突破，着力谋划推进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发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轻工产

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富有西

藏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营

商环境、着力深化改革开放，自觉把西藏纳

入国家“一带一路”向内联通、向外开放的总

体布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

放，加快培植现代物流业，打通堵点卡点，努

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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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3月 22日讯（记者 王雅

慧 唐启胜）22 日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扩大）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洛桑江村

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王君正书记关于

人大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了贯彻落

实措施，听取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

一季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

下一阶段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洛桑江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发 表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讲

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把学习宣传贯

彻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

刻把握机遇挑战和时代使命，深刻认

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深刻理解

人 大 定 位 和 工 作 职 责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

依法履职方向和重点，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贡献人大力量。

洛桑江村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紧

迫感，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

按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清单化

管理、项目化落实、工程化推进各项重

点工作。 （下转第三版）

洛桑江村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

聚焦依法履职方向重点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本报拉萨 3月 22日讯（记者 王雅

慧 唐启胜）22 日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旦科主持召开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峻、

张延清、刘柏呈、李文革、孙献忠出席。

会议研究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

接受王卫东辞去西藏自治区监察委员

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的议

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及公告（稿），听取了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调研组关于边民增收情况的调研报

告，研究了人事任免事项，同意将上述

议案、报告和事项提请自治区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

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

叫我怎能不歌唱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尼泊尔茶叶首次通过

吉 隆 口 岸 进 口 西 藏
本报拉萨 3月 22日讯（记者 玉珍）据

拉萨海关消息，近日，一批尼泊尔金针茶

叶通过互市贸易渠道在吉隆口岸顺利进

口，这是我区首次通过吉隆口岸进口尼泊

尔茶叶。

据了解，为保证本次尼泊尔茶叶顺利

进口，拉萨海关所属吉隆海关专门派工作

人员对群众开展政策宣传与业务培训，讲

解进口茶叶输华检疫要求、进口流程。同

时，提前与检测机构及相关部门沟通协

商，开通绿色渠道，实现“即报即检”，检测

周期较以往送检的食品类样品缩短 50%。

拉萨海关所属吉隆海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持续做好外贸服务工作、优化监管

举措，助力外贸产业搭上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

图为拉萨海关所属吉隆海关监管验放

进口尼泊尔茶叶。 图片由拉萨海关提供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总

书记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持召开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持

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强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

程建设、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

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

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是第 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座

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推动西部大

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会议一届开一次，

一个一个抓起来，一轮一轮抓下去，久久

为功、步步深入，必有所成……”看准了

就持续抓下去、不成功决不罢休，是总书

记抓工作的定力、韧劲和方法。

2020 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感

而发：“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十三五”即

将收官，“十四五”即将开局。2024 年，

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周年华诞，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

年。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召开这次座谈

会，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起点上

新的出发。

中部 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

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

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

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

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5 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擘画

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宏伟蓝

图。“这 5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着正

确的方向持续走下来，成绩很大，成效

很明显。”

5 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为

新 时 代 推 动 中 部 地 区 崛 起 指 明 了 方

向。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

相信，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过大家的

认真领会形成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并

在 6 省全面推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又

会迎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19 日下午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

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

“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统一优

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

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用

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种绿肥，早

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 1152.3公斤。

沿 着 田 边 小 道 ，总 书 记 走 向 农 田

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

上的种子刚刚播下。“你们这里什么时

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看，

并同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

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

业生产的熟悉，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记

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大

概可以拿到 1300元到 1400元。”

在场的种粮大户陈帅宇是一名“90

后”返乡大学生，带头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承包了 2800多亩水稻田。总书记和他攀

谈起来：“大学学什么的？回来多久了？”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回来 9年了。”

“打算继续干下去吗？”总书记问。

“肯定继续干下去，现在国家对种

粮的支持力度很大，我们越干越有劲

了！”小伙子高声回答。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活 跃 着 青 春 的 身

影。他们接过父辈的重任，用新的理念

和技术打开新的天地。

离开稻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港中

坪村种粮大户戴宏家中看望。院子里，

为春耕准备的插秧机、抛秧机、喷洒农

药用的无人机，以及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一应俱全。

戴宏告诉总书记，自己承包了 480

多亩水田，全部种植双季稻，去年种田纯

收入 55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 7万多元。

总书记听了十分高兴：“种粮户不

能吃亏，有钱赚，才有种粮积极性。”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浩

浩汤汤，湘资沅澧绵延流淌，滋润出湖

湘大地的沃野粮仓。

“我常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里，而且里面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我们 14 亿多人靠谁都不行。现在

生活好了，也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总

书记的话给村民们吃了“定心丸”，“党

中央会继续鼓励支持我们广大农村走

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的

政策，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民

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福

更美好的生活。” （下转第三版）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春和景明时节，北京迎来一批来自太平洋彼

岸的年轻朋友。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赴约，也是

一场历时多年的友谊接力。

作为中方邀请美国青少年访华学习交流计划的

新一批成员，来自美国华盛顿州林肯中学和斯特拉

孔中学的 24名学生正在中国访问。22日，代表团离

开北京，前往湖北十堰、广东广州和深圳等地参访。

“欢迎大家到中国，体验和感知中国，全面深

刻地了解中国，也希望你们热爱中国。我愿邀请

林肯中学 100 名学生明年到中国去做客。”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到

访林肯中学，向学校师生发出诚挚邀约。

林肯中学音乐老师琳·艾森豪尔当时参与接待

了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她随代表团来到北京，在

参观故宫时，得知记者曾参与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

问林肯中学的报道，便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感

慨习近平主席那次访问的积极效应延续至今。

“当时，习主席表示要邀请 100 名学生到中国

做客，我还想这会是真的吗？谁知第二年我们就

真的来中国了，到了北京、福州、成都等地。”回想

起当年的场景，艾森豪尔仍难掩激动的神色。

自那以来，艾森豪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了，每

次都是带学生来参与交流活动。

“得益于习近平主席对学校的那次访问，更多

的孩子们能够有机会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开阔

他们的眼界，让他们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

宏观的认识。”艾森豪尔说。 （下转第二版）

“习主席邀请我们来中国，我特别激动”
—美国华盛顿州中学生代表团访华速写

新华社记者

今年 65岁的退休干部顿珠，作为山

南市隆子县扎日乡教育事业从无到有

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从参与建设

扎日乡完小到深耕基层教育几十年，将

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边陲的基层教育

事业。2016 年，顿珠获得了教育部颁发

的“乡村学校从教 30年”荣誉证书。

一直以来，扎日乡以风景秀丽、气

候宜人而闻名。但曾经，由于地理位置

偏僻，道路崎岖，扎日乡的发展受到严

重制约，“闭塞落后”是当时人们对扎日

乡的印象。

“如今的扎日乡公路通达，家家户

户住着藏式小楼，就连村子里都有医院

和学校，我们的生活就是‘党的光辉照

边疆’的真实写照！”谈起家乡的变化，

顿珠感慨万千。

回忆起自己的孩童时期，顿珠告诉

记者，在那个年代村里几乎没有识字的

人，父辈们生活在旧西藏，每天都在为生

存而挣扎，而自己这一代赶上了新西藏，

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顿珠回忆，1974 年，自己在扎日乡

的教学点读了两年小学，后来在党组织

的支持和鼓励下，随同父母去往朗县读

初中。完成初中学业后，他回到扎日乡

教学点成为代课教师。

“刚开始成立教学点时，只有两名

代课老师和几个学生，两名老师每天轮

流给学生教数学和藏文。”顿珠说，到

1983 年，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为了改

善教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顿珠向隆

子县政府申请建设正规小学，很快隆子

县政府决定投资建设扎日乡完小。

当时，顿珠在教学之余还参与了新

学校的选址、设计，经过 3 年多的建设，

1986 年扎日乡完小正式建成。“新建成

的完小有 6 名教师，还有了教学楼和宿

舍等基础设施，孩子们搬进了宽敞明亮

的新教室。”顿珠说。

“ 中 国 共 产 党 让 百 万 农 奴 翻 身 得

解放，高原处处沐浴着党的恩泽，让大

山里的每一个孩子能上学、上好学，才

能 让 他 们 在 新 的 时 代 中 实 现 人 生 价

值。”多年来，顿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鼓励孩子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

地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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