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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4月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米丽娅姆·斯皮泰里·德博诺，祝贺她就任马耳他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马两国建交 52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合作成果丰

硕。我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努力，赓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马耳他新任总统德博诺致贺电

本报拉萨4月4日讯（记者 刘文涛 张黎黎 张尚华）

4 月 3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压实责任，坚持不懈植绿护绿

兴绿，不断提升国土绿化水平，加快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春染高原，万物萌发。王君正、陈永奇、刘江等自

治区领导来到位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的桑珠林片

区植树点，与各族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为建设美丽西藏增绿添彩。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王君正先后种

下白皮松、北美海棠、果杏、红叶李等树苗，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王君正一边劳动，一边详细询问孩

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劳动锻炼情况，勉励他们从小就要热

爱劳动、参加劳动，勤奋学习、强健身体、磨砺心智，面对

困难挫折不退缩、不放弃，像小树苗一样健康茁壮成长，

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苗木价格多少？成活率怎么样？用水如何保

障？”植树间隙，王君正与相关负责同志交流，仔细了

解植树造林情况。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遵循规律，

主动作为、压实责任，切实加强日常管理管护，积极培

育种植本地树种，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科学

推进国土绿化行动。

植树后，王君正驻足远眺，山上绿意渐浓，分外惹

眼。他指出，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一株株树苗，也是

一个个绿色的希望。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

位，自觉站在保障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高度，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绿化和植树造林的

重要指示，把绿色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大 战 略 ，以 国 土 绿 化 的 实 际 行 动 坚 定 拥 护“两 个 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王君正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两山”理念，坚持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保护，不断强化

环境综合治理，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强林草资源

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人民至上，把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加大经济林种植力度，积极组织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

林绿化，有效增加农牧民收入，真正做到生态惠民、生态

利民、生态为民。大力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总结经验、

巩固成果，注重质量效益，创新尽责形式，持续提升绿

化、美化品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真正把南北山打造成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靓丽名片，不

断厚植西藏的“绿色家底”。强化宣传引导，创新方式和

载体，大力宣传植树造林的先进典型，把各方面力量调

动起来，在全社会营造爱绿、植绿、护绿、兴绿的文明风

尚，推动全民义务植树不断走深走实。

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和拉萨市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王君正在拉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坚 持 不 懈 植 绿 护 绿 兴 绿
不 断 提 升 国 土 绿 化 水 平

陈永奇刘江参加

本报拉萨4月 4日综合讯 青山埋

忠骨，英魂存久远。连日来，我区各地

各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

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2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退役军人

代表来到拉萨烈士陵园，有序向烈士

纪念碑敬献鲜花，鞠躬行礼，瞻仰纪念

碑。随后，代表们细心地将墓碑上的

灰尘拭去，手握朱红油漆笔，描摹革命

先烈碑文，用一笔一画勾勒出对革命

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一张

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品、一段段文字

无声地诉说着那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让退役军人代表孙光军的思绪飘

回到了当兵的那段岁月。“在部队的 15

年里，‘两路’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深深

激励着我，这是先辈们为我们留下的

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后工作中，

我将继续发挥余热，为西藏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下转第二版）

清明节期间，我区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凝聚奋进力量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李键）记者

从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西

藏 90%的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系统硬件安

装和调试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开展软

件调试、院内信息系统接口改造和对接

等工作。项目建成后，远程医疗服务将

覆盖 6家自治区级、20 家地市级、137 家

县级和690家乡镇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缓

解基层群众“看大病难”问题，呵护高原

群众健康。

远 程 医 疗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是 西 藏

“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建设资金投入 1.67亿元，重点推动

远程医疗会诊室装修、硬件设备安装、

软件测试等工作。该项目可加快西藏

自治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解决全区优质医疗资

源不足的问题。

远程诊疗简化就医环节，拓宽了

优质医疗的服务半径，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今

年 2 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超声医学

科医生通过 5G 技术，远程操纵机械臂

对那曲市聂荣县人民医院的患者进行

诊疗，并现场给出治疗方案。整个诊

疗时间仅需 10分钟。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

发 展 与 信 息 化 处 监 察 专 员 徐 纪 民 表

示，远程医疗服务为乡镇卫生院医务

人员提供常见病的诊疗规范和诊疗路

径，同时可利用现有卫生资源，促进医

疗机构间检查互认，包括检查资料互

认 和 检 验 结 果 互 认 ，降 低 患 者 就 诊

费用。

据介绍，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还能实

现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远程教育、远程预

约、双向转诊等10余项功能，进一步提升

西藏整体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西 藏 建 设 远 程 医 疗 网 络

缓解群众“看大病难”问题

本报昌都 4 月 4 日电（王三勇 记

者 万慧 ）为全面支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发展战略，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

积极指导和推动辖区涉农金融机构发

挥“三农”金融主力军作用，创新信贷

产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

业特色产业、春耕备耕等领域的信贷

支持力度，着力实现金融助推农牧业

发展、农牧业发展反哺金融的良性循

环。今年一季度，昌都市金融机构已

累计投放各类涉农贷款 14.2亿元，同比

增长 6%。

今年以来，涉农金融机构始终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为己任，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

方式，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大对高原

农畜产品、藏医药业、民族手工业、绿

色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一季度，

共发放“强农产业贷”2.19亿元。

按照自治区关于开展美丽宜居村

庄建设的要求和《昌都市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案》，涉农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

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小镇打造、宜

居宜业农村环境建设信贷支持力度，年

内共发放“强村建设贷”1.35亿元。

为保障春耕备耕资金需求，涉农

金融机构利用“物理网点+电子机具+

‘三农’金融服务点+流动服务”四位一

体的服务模式，走村入户采集农牧户

信息档案，并加大对春耕备耕、接羔育

种等农牧业生产的信贷投放力度，力

促农牧业增产增效。第一季度累计为

5091 户 农 牧 民 建 立 信 用 信 息 电 子 档

案，发放农牧户贷款 8.18 亿元。此外，

还投放农牧户“四卡”增信担保贷 0.2亿

元、农机具购置贷 0.06 亿元、富民贷等

8.15 亿元、“强粮保供贷”7.75 亿元，有

力有效满足群众春耕备耕、接羔育种

的合理资金需求。

一季度，昌都市金融机构累计

投放各类涉农贷款 14.2 亿元

图①：昌都军分区某部官兵向英雄默哀。 周建文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图②：人们向孔繁森墓碑敬献哈达。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图③：学生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朵。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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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造绿水青山 这项拿了世界第一
（详见第三版）

大规模春耕春播之前，西藏山南

隆子县热荣乡沃塘村举办了一场热闹

的春耕开耕仪式。10 余台披红挂彩的

“铁牦牛”——拖拉机一字排开，等待

着开犁。村民身着节日盛装，在村党

支部书记次仁江村的安排下，有条不

紊地忙活着。

57 岁的次仁曲珍每年都参加春耕

仪式，她带着部分村民一边吟唱着曲

调，一边挥动着铁锹翻土。“慢工出细

活！”次仁江村嘱咐大家将每一步都做

到位，争取有个好收成。

沃塘意为“肥沃的坝子”。这里海

拔 超 过 4100 米 ，十 分 适 宜 种 植 黑 青

稞。热荣乡乡长陈城介绍，沃塘村的

黑青稞亩产 700 斤至 1000 斤，单产比周

边村略高。近年来，这里告别了传统

“二牛抬杠”耕作方式，广泛运用了良

田良种良法良机的现代耕作方式。

73 岁的西热江村有较多土地。以

前，他们全家人一起得花很长时间才

能完成春耕春播。现在依靠农机，种

地又快又方便。

2011 年，热荣乡成立了农机服务

合 作 社 。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索 朗 多 吉 介

绍，之前春耕春播至少需要 1 个月，如

今只要七八天就能完成，且每亩地的

农机费用只需 25元。

2019年起，隆子县实施了黑青稞提

质增效项目。隆子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边琼介绍，目前全县以黑青稞为主导

的加工企业共有 4家。去年，4家企业共

加工黑青稞 435.3吨，产值达 1300万元，

累计带动群众增收 873.5万元。

（转载自《经济日报》4 月 3 日 02

版）

“铁牦牛”驰骋高原沃野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4月 3日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是王君正与少先队员一起给刚栽下

的树苗浇水。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