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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 须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 1日出

版的第 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 2012年 11月至 2023年 12

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

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

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

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文章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

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风雨

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

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变为现实。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坚持

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

有，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共襄

大业。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断巩

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

华儿女大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

走进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

塔村，悠扬的旋律回荡在耳畔，村文艺演出队队

长美朵正在筹划村里的一场文艺演出。

松塔村地处怒江下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行政村。“各具特色的歌舞表演，让大家相互了解

各民族习俗。”美朵说。

与松塔村一样，雪域高原上，各族干部群众加

强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邻里间
十分和睦”

“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闹……”清

晨，拉萨市城关区河坝林社区居民伊斯麻伊拉看

着上学路上的邻家孩子们，不住地叮嘱。

河坝林社区居住着汉、藏、回、维吾尔等 11 个

民族的居民，有近 2000 人。有时候邻居们工作

忙，来不及照看孩子，伊斯麻伊拉就主动帮邻居

接送孩子。

“在这里生活了近 20 年，邻里间十分和睦。

不管谁家有人生病，或是需要帮助，都会有人伸

出援手。”在伊斯麻伊拉看来，“大家就像酥油茶

里的酥油和茶叶，谁也离不开谁。”“在各民族传

统节日期间，我们会举办民族团结座谈会、民族

团结表彰大会、文艺汇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河坝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曲措说。

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的格局已然形成，先后有 140 个集体、

189 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个

人）称号。

“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小

儿骨科的援藏医生王望和他的藏族“徒弟”旦增

曲英、次仁顿珠一起，刚刚为一名 11 岁的藏族男

孩进行了瘢痕切除和皮下组织松解手术。

“为提升医院管理、临床和科研能力，每名援

藏专家都会带教本地 1至 2名医生，还有定期考核

和评估。”王望说，医疗援藏就是要发挥“造血”功

能，努力打造一支扎根基层的医疗和管理团队。

（下转第二版）

长期以来，西藏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增大，高原生物多样性逐渐提升。目前西藏有雪豹、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 65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居全国之首。图为 3月 29日，藏野驴在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雪山下觅食。 新华社发（刘晓东 摄）

本报拉萨 3月 31日讯（记者 刘斯

宇）近日，记者从2024年江苏援藏项目现

场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江苏对口支援

西藏年度资金总计 5.57亿元，将实施援

藏项目66个，涵盖产业支援促进就业、保

障和改善民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

教育支援、干部人才交流合作等。

据了解，江苏援藏项目中投向基

层 、民 生 项 目 占 比 达 83%和 92%。 其

中，达孜区白纳沟高原生态旅游、墨竹

工卡县小菜籽油生产成为产业样板，

墨竹工卡县格桑花开产业园、林周县

格桑塘农牧产业园等援建园区引育企

业 30 余家、吸纳就业近 3000 人，才纳乡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西藏首个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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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江苏援藏资金总计 5.57亿元
将实施援藏项目66个

叫我怎能不歌唱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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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民主改革迎来 65 周年的重要时刻，记者来到山

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听一户三代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爷爷索朗多吉到儿子索朗次仁，再到孙女白玛央

金，他们的生活变化，成为这片土地上历史巨变的写照。

年逾古稀的索朗多吉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亲历者。

索朗多吉出生在农奴家庭，小时候，他的身影总是佝

偻着，沉重的农活下，汗水浸透了身下每一寸土地，却依然

难以换来一顿饱饭。农奴的身份如同沉重的枷锁，将他牢

牢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贫困中。

“我从小就给农奴主放牧，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后半夜，

每天却只能领到半斤糌粑。这点粮食如果做成面团，一顿

就吃完了，我就只能做成糌粑粥来充饥……”索朗多吉回

忆说。

1959 年，克松村率先进行民主改革，索朗多吉的生活

从此发生翻天巨变。农奴制度被废除，他获得了自由，成

了一个有尊严有权利的农民。不仅如此，他还入了党，能

够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为乡亲们做更多事情。

民主改革前，索朗多吉没有土地、没有牲畜；民主改革

后，他分到了 3 亩地、1 头牛，生活逐渐有了起色。而现在，

索朗多吉家拥有 16 亩良田，还在村里开了茶馆，年收入达

到 30万元。今年，他家还盖起了新楼房。

索朗多吉的儿子索朗次仁出生于 1970 年，他勤劳进

取，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索朗次仁 15 岁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凭借精湛的技术和

多年努力，在当地创业政策扶持下，他开办了一家藏式家

具合作社，不仅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还带着村民一起致富。

“是党的好政策，是赶上了好时代，让我们过上了现在

的好生活。阿爸小时候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索朗次

仁说。 （下转第二版）

从 苦 难 到 新 生
——西藏三位翻身农奴的65年记忆

新华社记者 白少波 刘洲鹏 魏冠宇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 65 周年，三

位曾是农奴的藏族老人讲述了自己 65

年 的 命 运 变 迁 。 从 旧 西 藏 黑 暗 的 日

子，到民主改革重获新生的幸福，65 年

前的西藏民主改革打碎封建农奴制枷

锁，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然一新。如

今，那些曾经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代，在

雪域高原书写着新的人生。

一捧青稞，两种滋味

牦牛肉、酥油茶，今天西藏百姓家

中的寻常饮食，是 80 岁扎巴旺旦年少

时的奢望。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被

分为差巴、堆穷和朗生。扎巴旺旦一

家都是差巴，每年春种，要向庄园主借

青稞种子；夏耘秋收，粮食却被掠走。

扎巴旺旦一家九口每天的果腹之

物，只有小孩巴掌大的一碗糌粑汤，稀

得可以照人影。“若你未曾见过镜子，

不妨瞧瞧阿佳（姐姐）手中那碗清汤。”

这是当地老人当时常唱的歌谣。劳作

的农奴稍有不慎就会遭受鞭笞，在漏

风的破屋睡觉。

西藏民主改革后，扎巴旺旦一家

获得牲畜、住房、15 亩农田和木犁等农

具。1960 年的新年，是一家人好好过

的第一个年：阖家围坐，吃着喷香的糌

粑和牦牛肉，喜悦又满足。

11 年前，扎巴旺旦搬进拉萨西郊

一所宽敞的新房，生活得更悠闲自在；3

个孩子也都接受了更好的教育，长大

成人。

西藏粮食产量已连续 9 年稳定在

100 万吨以上。这位见证西藏农业天

翻地覆变化的老人，依然珍惜粮食，家

里的餐桌上从来不见剩饭。他说：“攥

在自己手里的糌粑，是幸福的味道。”

教育比珍珠玛瑙更加珍贵

阳光洒进拉萨的一幢藏式小院，79

岁的普次仁正坐在院里看书。书页间

夹着一张张写满汉藏文字的笔记，字

迹工整。 （下转第二版）

七岁雄安，沐浴着明媚春光，生机勃发。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

重大决策部署。设立 7 年来，雄安新区从无到有、

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

而起，堪称奇迹：城市建设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

新应用活力迸发，优质服务创造新生活……高标

准的规划蓝图正在变为高质量的城市发展现实

画卷。

新高度：城市建设发展取得新突破

随 着 一 个 个 地 标 性 建 筑 的 崛 起 ，雄 安 新 区

启 动 区 天 际 线 悄 然 变 迁 ——150 米 高 的 中 国 中

化大厦，作为这片新天地中最高的建筑之一，3

月 底 实 现 了 主 体 结 构 封 顶 ，象 征 着 雄 安 迎 来 发

展新高度。

中国中化大厦附近，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

片区建设正酣，建成后将成为新区活力门户。目

前，雄安新区 380多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700

多亿元，4000多栋楼宇拔地而起。

越来越多的央企总部和二三级子公司在雄安

新区落户，开始拉动这里的产业持续向高向新。

“虽然中国星网总部大楼还没正式入驻使用，

但围绕中国星网的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

与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局

长王彦伟说。

（下转第三版）

阔步走来的“未来之城”
—河北雄安新区设立七周年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张涛 齐雷杰

本报拉萨 3月 31日讯（记者 张雪

芳）日前，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

解到，2024 年，全区计划实施公路交通

项目 417 个。根据复工计划，截至 3 月

中旬，共有 110 个项目开复工，二季度

续建项目将全面复工，工程建设开局

良好。

据介绍，今年我区将加快重点公

路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G4218 拉萨至日

喀 则 机 场 段 等 在 建 重 点 公 路 项 目 建

设，加快推进 G109 格尔木至那曲段提

质改造工程等新建项目前期工作；加

快农村公路项目建设，推进实施 281 个

行政村通畅项目，力争新增 175 个行政

村通硬化路；“十四五”规划内的项目

争取年内全部开工，中期调规项目及

早具备开工建设条件，推动 G318 线提

质改造根要至瓦达（冷曲河）段等重大

项目年内尽早实施。

据悉，自去冬至今春，西藏自治区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共 20 个在

建项目中，2个已完工，目前正在组织交

工检测；3个项目冬季未停工，保持施工

状态；13 个项目已按计划复工；其余两

个项目计划在近期天气回暖后复工。

针对重点工程建设，该项目中心

要求，各指挥部和建设单位务必严格

落实交通运输厅复工复产部署要求，

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尽快组织复工复

产“开工第一课”，动员干部职工统一

思想、迅速回归工作状态，以饱满精神

状态投入项目建设各方面工作中。

今年我区拟实施公路交通项目 417个
“十四五”规划内项目力争年内全部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