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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西藏我来讲 听听！

我们一起走过

时间总在
猝不

及防中留下难
忘的印记，一起
来回顾西藏商
报和你走过的
202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站
在 2023 年末的坐标

点上回望，你会发现每个人都
在“拼搏”两个字的加持下取得
了诸多了不起的成绩，那些精
彩的过往已经在时光的年轮上
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一年，在 西 藏 商
报 的 文 字

和镜头里，我们记录并见证
了西藏发展的每一个瞬间，
也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营造了
浓厚舆论氛围，进一步唱响
了主旋律，凝聚了精气神。

这一年，我们持续深
化媒体融合

发展，运用文字、短视频、海
报、动漫等多种形式，丰富新
闻展示形态，巩固主流舆论阵
地，我们总是把“头条”留给群
众关心的人和事。

这一年，我们有成
长 与 骄

傲，有团结与感动，有融合与
发展，有梦想与拼搏。读者
的每一次关注、每一句留言
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奋进前
行，与大家共赴下一程山海。

2023年，本报主题报道亮点不断，主流思
想阵地持续壮大，引得读者频频点赞。在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西藏两周年之际，本报推出了《幸
福西藏我来讲》全媒体策划报道，聚焦住房、医
保、养老、就业、乡村振兴、生态6个方面，通过
老百姓的讲述，集中展示两年来我区在民生方
面的实干之策、创新之举和各族群众的获得之
感、幸福之声。

刻录西藏时代精神，触摸西藏奋进脉搏。
这一年，本报共策划推出50余组报道，如《精彩
藏博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民生工程进
行时》《冬游西藏》等聚焦老百姓衣食住行；《民
族团结情·我们的故事》《家风》《匠心筑梦在拉
萨》等聚焦典型人物，传递社会正能量；当然还
有《又见黑颈鹤》《田间好丰景》《我在杭州看亚
运》等精彩社会新闻报道，以点滴记录见证西藏
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迹。

过去一年，本报各类新闻策划努力贴近西
藏实际、贴近群众生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述西藏故事、讲好西藏故事。

深度报道很耐读 看看！
当今社会，移动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新闻

资讯的快捷途径，不少人认为在信息泛滥的时
代，谁还会看报纸呢？我们想说，正是因为信息
泛滥，社会才更需要报纸的调查报道、深度报道。

话题有热度，思考有深度，视角有温度。
2023年，本报充分发挥报纸深度报道的优势，
记者团队采写了《黑车屡禁不止，难在哪？怎么
办？》《小豆芽，大民生》《如何让餐饮节约成为新

“食”尚》《房车“霸占”公园停车位引争议 记者
实地走访》等20余篇接地气、冒热气、有生气的
调查报道、深度报道。同时，编辑团队也给足报
纸版面，以一次性深度解读的恢宏气势，将报道
做深、做透。

我们以群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为关
注点，从群众视角审视问题。看似不起眼的小
切口，但都紧密联系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
社会公共秩序。调查报道、深度报道选题从点
滴出发，从个体入手，把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
焦点、难点问题融入新闻报道中，从民生小切口
透视民生大视界。过去一年，那些与民生有关
的新闻总在头条。

新闻热线很火爆 试试！
叮铃铃的电话声又响起。“你好，这

里是西藏商报……”2023年，本报陆续
刊发了《游客租车发生事故，千余元保险
上浮费谁来付》《会费没退、工资没发！
拉萨一健身俱乐部突然关门》《小区32
户业主无水用，自来水管道破裂谁来修》
等60多条热线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线索
都源于读者。

本报刊发的这些稿件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如5月 11日
本报刊发了《小区电梯停运半年未维
修，咋回事？》稿件，相关部门立即进行
了维修。9月中旬，本报接到市民次女
士求助称，其14岁女儿外出买东西后失
联，随后本报微信发出《紧急寻人》稿
件，当晚，拉萨全城开启了一场爱心寻
人接力活动，孩子最终被找到。11 月
初，本报接到烈属米波先生的求助，想

寻找自己的舅舅、在藏牺牲烈士李中俊
的安葬地。经过记者多方寻找、核实，
为米波长达7年的“寻亲”之路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如果您遇到麻烦事、烦心事可拨打
西藏商报新闻热线：0891-6970000。本
报记者团队将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帮助
您更早更好地解决问题、传播社会正能
量，欢迎您的来电。

我在拉萨挺好的 说说！
还记得老裁缝朱琼英吗？还记得

金牌导游王碧秀吗？还记得扁担大
叔李平吗？还记得外卖大哥马晓伟
吗？他们是基层劳动者，也是外地
来拉萨的打工人。2023 年五一前夕，
我们策划了《我在拉萨挺好的》系列
人物稿件，聚焦打工人，让大家看到

了这些基层人物的生活故事和精彩
人生。

稿件刊发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各
大媒体平台也纷纷进行转载。考虑到
社会反响不错，我们将其固定为一个
常态化栏目，每周六推出。目前，本报
已经刊发了25个不同行业的人物，有

建筑工人、有出租车司机、有创业者、
有服务员、有商贩等等，他们在拉萨努
力奋斗的同时，也见证着拉萨的发展
变化，并向远方的家人传递消息：他们
在拉萨挺好的。他们用诚挚的笑容、
乐观的态度、积极向上的精神，点亮着
我们的生活！

西藏商报全媒体

2024年，《我在拉萨挺好的》将续写普通百姓的
精彩人生，走进和你我一样认真生活的老百姓日常之
中，让我们为自己的故事欢呼，为他人的故事喝彩。

我在拉萨挺好的，愿每
一个人都挺好的。

你好，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