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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4月17日讯（记者 张尚华 刘文涛 张黎黎）17日，自治

区党委书记王君正与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连小敏一行座谈。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嘎玛泽登参加。

王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连小敏一行进藏考察调研

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中国侨联立足西藏实际，发挥侨联优

势，突出侨联特色，用心用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力推动了西

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王君正指出，当前，西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

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不懈抓好“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态

势。希望中国侨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继续发挥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

更大贡献。强化人才支撑，着眼西藏各族群众所需所盼，集聚人才智

力资源，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积极宣传西藏、

介绍西藏，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好声音，展示西藏良

好形象，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西藏将全力做

好服务保障，为各级侨联组织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连小敏介绍了此次考察调研的有关情况，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中国侨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

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积极支持西藏各项事

业发展，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进步。

王君正与中国侨联副主席连小敏一行座谈

4 月 17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与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连小敏一行座谈。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一季度西藏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居全国首位
总值达21.7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7%

本报拉萨 4月 17日讯（记者 李梅英 见习记

者 卓玛七林）记者从拉萨海关获悉，今年一季度，

我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78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同）增长 216.7%，增速保持全国首位。其中，出

口 19.51 亿元，增长 217.1%；进口 2.27 亿元，增长

2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5.13 亿

元，增长 130%。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聚焦政府关注、企业关

心、社会关切，不断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一对

一关企联络”等机制，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

进外贸量稳质提。

拉萨海关综合业务一处处长琼达介绍，出口

是拉动西藏外贸增长的主要因素。一季度，西藏

企业出口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9.95 亿元，

增长 390.6%；出口机械、电器等机电产品 5.5 亿元，

增长 105.3%；合计出口总值 15.45 亿元，直接拉动

西藏外贸增长 156个百分点左右。

数据显示，我区传统贸易伙伴更加稳固，新兴

市场伙伴显著增加，“朋友圈”不断扩大。一季度，

尼泊尔依然保持西藏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

市场地位，双边贸易值 8.66 亿元，增长 192.7%。同

期，西藏共与 107个国家地区开展了进出口贸易，较

上年同期增加 58 个。对印度、美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和东盟、欧盟、阿盟等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均

保持增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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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4月 17日讯（记者 张宇）17 日，记者

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5 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 2023 年底，全区教育年投入由 1959 年的

182 万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93 亿元，累计投入 3406

亿元，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投入 2936 亿元，是

1959—2011 年期间总投入的 6 倍；全区各级各类学

校达 3472 所，教职工 9.53 万人，各级各类在校生总

数 96 万人，教育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西藏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

发布会上，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自治区人

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采守宽介绍，自

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

置，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等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据了解，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

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 2%，文盲率高达 95%以上；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上世

纪末，基本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小学适龄

儿童入学率达到 80%；目前，西藏全面完成“两基”攻

坚任务，全面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义

务教育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如期完成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攻坚任务，高等教育加快内涵式发展，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高。截至 2023 年底，我区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 90.4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78%，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 91.2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7.62%。

在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方面，西藏坚持深

化教育改革创新，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

差距，不断推进更高质量、更具内涵的教育公平；建

立 15 年公费教育政策体系，先后 21 次提高教育“三

包”标准，达到年生均 4620 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年生均 1000 元，每年惠及 40 多万名学

生；建立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2012 年以来

累计落实资助资金 393.2 亿元，受助学生 2094 万人

次；全面改善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完成农牧区

学校安全饮水工程，1682 个高海拔学校供暖项目全

部竣工，2023 年新增西藏班扩招计划 605 个，西藏成

都学校建设加快推进；残疾儿童少年、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就学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国家专项计

划、重点高校专项招生和农村专项计划，用好西藏

教育珠峰旗云平台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

（下转第二版）

本报拉萨4月 17日讯（记者 王

静）2021年，我区正式启动拉萨南北

山绿化工程，计划用 10 年时间完成

营造林 206.72 万亩，将拉萨打造成

为“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生

态宜居高原省会城市。2024 年，我

区计划在拉萨南北山完成造林 45万

亩以上。相比于人背马驮，如今，无

人机等科技的应用，让山高、坡陡、

缺水的高原种树不再那么难。

高质效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工

程，科技发挥着关键作用。近日，记

者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看到，随

着操作员一声令下，农用植保无人

机在一分钟内便将客土运至山坡。

植树工人巴桑扎西说：“这里山势陡

峭，使用无人机既方便又安全。”

巴桑扎西参与植树的区域是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夺底沟一号片

区，该片区由西藏雪顿农牧特色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记者采访当

天，该片区山坡下半部分已完成种

植，上半部分因地势陡峭，通行不

便，正在使用无人机运输客土。

夺底沟一号片区无人机操作员

次旺介绍：“我们这片山坡一匹骡马

来回需要一个小时，每趟运送 20 棵

树。现在，用无人机每趟能载 6 至 8

棵树，来回一趟只需要 6分钟。一天

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可以完成 8至 14

匹骡马的工作量。”

据悉，通过无人机运土、运树，

是各片区为解决因地势陡峭导致人

工运输缓慢、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

而实施的办法之一。除此之外，绿

化工程建设中还使用了索道、绞盘

等多种工具。

“无论水电路配套设施，还是无

人机运输，这些方法都是为了让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能够顺利实施。”

拉萨市林草局副局长王尚德介绍，

在选择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所用植

被时，科研团队还通过遥感技术对

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深入分

析，筛选出适合在拉萨南北山生长

的树种和草种，确保了绿化效果的

持久性与生态的和谐性。同时，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应用了智能节水

灌溉设备等，不仅提高了水资源利

用效率，还避免了过度灌溉对土壤

结构造成的破坏。

如今，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凭着“种一片、

绿一片、活一片”的信念，“五年增绿

山川、十年绿满拉萨”的梦想正在走

向现实。

运用科技提高植树效率

无人机“飞天种树” 南北山增绿加速

“当、当、当……”4 月 1 日夜间，布

喀木隧道内阵阵有节奏的敲击声打破

了黑夜的寂静。闻声寻去，中国铁路青

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林芝

综合维修车间的桥隧工人们正头戴安

全帽、手举敲击杆，敲敲打打，像一只只

“啄木鸟”，对拉林铁路隧道病害进行

“听诊”式检查。

隧道衬砌是支持和维护隧道稳定

的重要结构，但受地质变化、温度、湿度

及混凝土收缩应力等影响，隧道衬砌可

能会出现衬砌空鼓、剥落、裂纹等病害，

为确保列车安全运行，桥隧工人则利用

夜间“天窗”，对隧道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行车安全。

“今天我们重点检查布喀木隧道的

衬砌，大家要认真仔细，发现病害及时做

好记录。”作业期间，当天的作业负责人

次仁顿珠反复地跟大家强调注意事项。

隧道敲击检查是一项技术加体力

的活，敲击杆就是工人的“听诊器”，在

作业现场，工人们始终秉承“一米不落

一处不漏”的工作原则，采用“看、敲、

听、诊”4 字隧道衬砌检查法，一点一点

向前推进。在 6 米高的作业平台车上，

桥隧工人魏悠宗手持手电筒在隧道衬

砌上来回扫射，认真检查是否存在裂

纹，一旁的麻长平则用敲击杆用力敲击

着隧道衬砌，整个过程中他们二人全神

贯注，仔细倾听敲击杆和隧道衬砌碰撞

的声音，生怕错过一声“异响”。

“隧道衬砌内部病害隐蔽无法通过

肉眼发现，我们只有凭借丰富经验和敏

锐的耳力根据敲击时的声响、震动判断

隧道衬砌是否存在裂缝、剥落。”魏悠宗

介绍道。

在敲击检查过程中，作业人员必须

长时间仰头抬臂，平均 1 分钟敲击 30 余

次，一宿下来需要敲击上万次。这不仅

考验检查功底，更挑战身体的忍耐力。

“每次作业结束后脖子都会僵硬、手臂

也会酸痛，但看到列车安全驶过我们检

查过的隧道，心里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麻长平告诉记者。

0 时 30 分，经过 6 个小时的鏖战，隧

道里的“啄木鸟”完成了当天的隧道敲

击检查。

摘下落满灰尘的口罩，每个人的鼻

梁上都留下一道“黑线”。望着彼此的

样 子 ，隧 道 里 传 出 了 一 阵 阵 爽 朗 的

笑声。

用法治“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西藏检察机关启动“检护民生”行动
本报拉萨 4月 17日讯（记者 王杰

学）根据最高检部署要求，结合西藏检

察工作实际，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检

察院制定印发《西藏检察机关“检护民

生”落实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聚

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域和民生突出问

题，进一步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方案》明确，全区检察机关要围

绕民生做好以下重点工作，具体为：进

一步加强劳动者特别是灵活就业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精准开展

金融领域民事检察监督，依法保护金

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办好涉房地

产纠纷案件；加强对涉伪劣商品合同

纠纷的民事检察监督，开展网络新业

态涉食品安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依

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

新 业 态 涉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开 展 专 项 监

督；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司法保

护力度；持续深入推进司法救助工作；

大 力 做 好 社 会 保 险 领 域 检 察 监 督 工

作；深化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

女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坚决维护国

防利益和军人军属、英雄烈士权益，围

绕军人、军人家属和英雄烈士等群体

的权益保护，重点解决军属证办理、军

人军属待遇保障及抚恤优待、英烈荣

誉权和名誉权保护、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因案致困等突出问题；强化反电信

网络诈骗检察监督工作；加强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开展服务“三农”

检察工作等。

《方案》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坚

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

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持续抓好办案这一主责主业，综

合 运 用 监 督 纠 正 、公 开 听 证 、司 法 救

助、释法说理等方式，依法办理一批具

有社会影响的涉民生案件，充分运用

法治“力度”切实提升民生“温度”；要

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

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充分

激活、用足用好三级检察内部数据，主

动拓展、合理使用外部数据，充分运用

大数据提高类案监督、深层监督工作

水平；要积极采用发布典型案例、召开

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讲好案例背后的

检察为民好故事，进一步扩大西藏检

察影响力。

导 读

尼 屋 ：藏 北 最 早 的 春 天

◀ 第五版 ▶

拉林铁路隧道里的“啄木鸟”
本报通讯员 马生明 本报记者 王莉

上图：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底沟，无人机正

在运树上山。 本报记者 王静 摄

右图：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二组村

民在植树。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关于西藏自治区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的公示

◀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