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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20日电 4 月 20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互致贺电，庆祝两

国建交 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加蓬传统友好，两国友

谊 历 久 弥 坚 。 半 个 世 纪 来 ，任 凭 国 际 形 势 风 云

变幻，中加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双边关系

不 断 提 质 升 级 ，为 两 国 人 民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福

祉 。 我 高 度 重 视 中 加 关 系 发 展 ，愿 同 恩 圭 马 总

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新起点，赓续

中加传统友谊，深化双边务实合作，丰富中加全

面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内 涵 ，携 手 构 建 高 水 平 中

非命运共同体。

恩圭马表示，建交 50 年来，加中两国相互信

任、真诚相待，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经济、社会和军

事等领域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加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加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巩固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加蓬过渡总统恩圭马
就 中 加 建 交 5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春 意 蔓 延 山 岗 ，布 谷 鸣 上 枝 头 。

沿着 349 国道一路东行，路旁榆柳青

青，乡间锄影绰绰，满眼春光明媚，正

是农耕好时节。

在扎囊县扎其乡孟卡荣村，只见

田垄成行，群众或在田间浇地灌溉，或

将堆肥运进田头，农机的轰鸣声与农

民的吆喝声，交织成充满生机的春耕

“乐章”。

孟卡荣村村民嘎玛曲旦说：“今年

我们村计划种植 950亩粮食，全部都是

机械化种植，大家齐心协力，效率很

高，差不多一星期就能全部种完。”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眼下气温回升、万物勃发，在高原

大地，处处可见群众抢抓农时、勤劳耕

耘的身影。

良种兴农

良种是农业的“芯片”。

作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山

南市良种繁育基地，乃东区昌珠镇不

断加大良种推广种植，优化农业种植

结构，今年重点推广藏青 3000、山青 9

号、喜拉 22号等优质品种，将进一步推

动种植业实现增产增效。

“去年，我们镇青稞单产超过 865

斤 ，今 年 ，通 过 优 选 优 种 和 科 学 管

理 ，我 们 有 信 心 继 续 提 高 产 量 。”昌

珠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巴桑次

仁说。

同样，洛扎县也积极推广良品良

种，助推丰产丰收。今年 3 月以来，已

累计发放优质青稞、油菜、马铃薯等春

播作物良种共 19.73 万斤，并安排科技

特派员就良种包衣等种业技术对农牧

民进行指导。

正在田间进行深松作业的洛扎县

扎日乡群众巴桑顿珠说：“我家有 10亩

多地，其中 7 亩准备种植藏青 3000，3

亩多种植藏豌 2 号，只要人勤快，好好

打理，今年肯定又是一个好收成。”

沿雅江一路向东，在地处亚热带

森林峡谷中的墨脱县，当地结合林果

业发展优势，大力推广白肉枇杷新品

种“三月白”“白雪早”。墨脱镇、德兴

乡等 6 个乡镇 25 个村庄的群众正抢抓

有利时机，开展枇杷高接换种，当前已

换种 1.2 万株，良品改良将进一步激发

水果产业发展活力。

科技惠农

科技是农业丰收的又一大“法宝”。

走进朗县洞嘎镇巴基塘盛世农业

科技公司的辣椒育苗基地，一株株刚

刚破土的新苗泛着绿意，长势茁壮，当

地群众正在给幼苗浇水、疏苗。

该公司负责人刘永说：“今年基地

将育苗 80 万株，全部采用苗盘加育苗

基质技术，能够大大减少各种病虫害

和根腐病，进而提升成活率和产量，预

计 4月将陆续出苗。”

在波密县松宗镇栋亚村天麻种植

基地，村民正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下种、

覆叶、盖土。

“ 现 在 我 们 在 定 植 麻 种 ，每 塘 定

植数量在 17-18 个之间，定植能有效

促 进 天 麻 生 长 ……”基 地 技 术 员 既

“动口”又“动手”，耐心教村民种植天

麻的技术要领，用科学种植助力增产

增收。

科技能让朗县辣椒、波密天麻提

高产量，智慧农业则让“年楚粮仓”的

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下转第二版）

勤在春和景明 耕出五谷丰登
—全区各地开足马力打好农业生产“第一仗”

本报记者 刘枫 胡文 扎西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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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前，我区春

耕春播进入关键时期，广大农民不误

农时，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劳作，为

新一年收获夯实基础。

图①：扎囊县扎其乡孟卡荣村村

民 利 用 大 型 农 机 进 行 春 耕 春 播 。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图②：林芝市墨脱县格当乡开展

油奈种植技术培训。

郎玲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图③：山南群众加高加固堤防，

提高春耕灌溉用水能力。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不误农时

抓生产

本报拉萨 4 月 20 日讯（记 者 冯骥）19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主持

召开重实干、抓落实、见成效主席碰头会，盘

点一季度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

署下步工作。

严 金 海 强 调 ，今 年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实现“关键一年”的“关键

目标”，至关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

委安排要求，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提升“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看

准了就抓紧干，推动全年经济持续向好、行

稳致远。要继续抓项目、稳投资、促增长，

继续严格落实领导包保机制，着力扩充施

工项目和新开工项目库，突出抓好重大带

动性项目，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效增

强投资增长后劲。要继续挖潜力、促消费、

扩内需，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工作部署，出台一揽子政策，制定一

系列措施；继续筹办“西藏味道”体验周活

动 ，着 力 打 造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和 精 品 景 区

（点），持续培育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济、

商圈经济、“首店”经济、康养经济等，积极

打造多元业态。要继续兴产业、抓衔接、促

振兴，学习好、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有

序推进农村户厕改造、人畜分离等重点任

务，积极实施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行

动，严格落实产业链链长制，“一企一策”打

造好产业链龙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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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4月20日讯（记者 张琳）

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

年第一季度，全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422.5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5.24%。 其

中，接待入境游客 16610人次，同比增长

525.6%；接待国内游客 420.9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64.76%。实现游客出游总花

费 38.49亿元，同比增长 89.57%。

“我们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感

受到了拉萨这座城市的美，还专门去

林芝看了桃花。”近日，广东游客孟先

生和妻子结束了在西藏的旅程。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通常在上午 9

时左右，等待进入布达拉宫的游客便排

起长队。“近一个月以来，我们旅行社接

待游客数量明显增长，大家除了在拉萨

游玩，大部分游客还会选择去林芝赏桃

花。”西藏藏客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橙子告诉记者，“今年自由行的游客

相较于跟团的游客要更多一些。”

为了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出台了一系列综合管理

措施，并持续开展旅游市场集中检查工

作。“6月份，我区将正式进入旅游旺季，

为了确保旅游市场平稳向好，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积极召开调度会议，要求各

市（地）全面梳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

全年市场监管工作方案，完善联合监

管、社会监督、问题线索收集、受理及案

件查办、转办、督办机制，全力确保全年

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市场管理处负责人孙勇表示。

一季度西藏旅游市场“开门红”
接待游客422.59万人次，同比增长65.24%

一年一度的西藏林芝桃花旅游文

化节期间，漫山遍野的桃树下人头攒

动，除了打卡拍照的游客外，景区内还

有许多人在忙碌。

凭借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林芝的

“桃花经济”玩出了花样，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270 亩桃

花园干净整洁，园内有人在打扫卫生，

有人在为游客牵马拍照，还有人在协

助交警疏导交通。在桃花园外，尼洋

河的河滩上有人一边植树，一边唱歌。

“ 在 景 区 干 活 的 是 和 我 一 样 的 村

民。”尼玛曲吉收起扫把、掏出手机给记

者展示她的排班：上周在河滩上种植桃

树，本周在桃花园里打扫卫生。记者看

到，嘎拉村村民在桃花节期间的排班十

分详细，票务、卫生、经营、劳务等环节

分工明确。

“我们把村民分成 4 个组，排了值

班表。事情太多，我们现在有 33 户 148

人，都有点不够用。”记者见到村委会

副主任尼玛多吉时，他正穿着当地传

统服饰，在长椅上摆弄箭具，“今天我

负责在射箭场值班，刚刚就有游客来

体验项目。”

“河滩的生态修复是今年的新项目，

种树一天可以挣 260元；村民在桃花园的

经营项目收入进自己腰包，不用参与分

红；门票收入参与集体分红。”尼玛多吉告

诉记者，排班交替轮换，大家都有机会在

经营项目上挣钱，也可以挣劳务收入。

2023 年，嘎拉村桃花园接待游客达

11 万余人次，景区门票及二次消费收入

达 341 万余元。上个月，该村年度分红

及发放劳务工资等共计 380.6 万元，户

均分红 11.4万余元。

在尼洋河下游的林芝市巴宜区布久

乡朵当村，3000 株桃树也在山谷间绽

放。不少游客在景区外的换装棚内挑选

心仪的藏装，穿好后再进入景区观光。

（下转第二版）

“ 桃 花 经 济 ”里 的 富 农 花 样
新华社记者 魏冠宇 杨帆 吕星

“种子科教援藏”项目结硕果

亚东中学三项科创入围全国大赛
本报拉萨 4月 20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种子科教援藏”项目传来喜

讯，项目长期以来服务的日喀则亚东

中学选送的《牧民对野生动物（雪豹）

的容忍度与保护研究》《西藏帕里蓝玉

簪龙胆花与茎叶的活性比较及资源可

持续利用探究》和《高海拔地区毛蕊花

种子产量和繁殖策略探究》项目，经过

终审问辩和专家评审，入围第 38 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亚东中学校长、上海市第十批援

藏工作队干部朱俊说：“青少年科创项

目的成功入围，体现出西藏孩子的潜

力和智慧，在上海的专家教授专业引

领下，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研究

兴趣，培养了初步的科创意识和科学

方法，期待孩子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

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据悉，“种子科教援藏”项目作为上

海援藏的重点项目之一，团队以地域实

际情况为培养起点，通过“科学问题大

赛”遴选钟扬种子实验室小研究员。小

研究员们通过每周的“科学素养课”学

习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通过“沪藏科

学夏令营”确定科创导师和研究主题，

进而通过“科学创意大赛”提炼科学问

题和假设并成立相应的课题小组。各

课题组在各自科创导师的悉心指导下，

反复实验（包括采样、分析、社会调查）

不断推演论证，最终形成相关研究论

文。此次入围的三个项目就是在这样

严谨的科研氛围中脱颖而出。

导 读

中国经济如何激发向“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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