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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 年

版）》一书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

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 年版）》由中共中

央 党 史 和 文 献 研 究 院 编 辑 ，收 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1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文稿 78 篇。全书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共建“一带一路”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

路径等的深刻阐述，全面呈现了共建“一带一路”

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

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

细作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成

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的发

展历程。

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

入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举措、目标和成

果，对于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的认识理解，深化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让“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具有

重要意义。

《 习 近 平 谈“ 一 带 一 路 ”

（2023年版）》英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拉萨4月28日讯（记者 杨小

娟）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陈永奇在拉萨会见参加首

轮援尼工作会晤的尼泊尔政府联邦事

务与总行政部联秘巴塔莱伊一行。

陈永奇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

代表王君正书记、严金海主席，对代

表团一行到访中国西藏表示欢迎，对

中尼首轮援尼工作会晤取得成果表

示 祝 贺 。 他 指 出 ，中 尼 两 国 山 水 相

连、人文相通、世代友好，尼泊尔历来

是中国共同发展的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交往交流源远流长。2019 年

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

事访问，双方建立了面向发展与繁荣

的 世 代 友 好 的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

2023 年普拉昌达总理访华，两国领导

人就发展中尼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强 劲 动 力 。

西藏自治区作为中国唯一毗邻尼泊

尔的省级行政区，近年来全面贯彻习

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外

方针政策，积极发挥区位优势、地缘

优势、人文优势，推动中尼双方在经

贸、文化、旅游、友城等领域的合作不

断拓展并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特

别是 2023 年王君正书记应邀率西藏

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就促进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下一步，我

们愿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同尼方共同

努力，落实好援尼项目和会晤成果，密

切经贸往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快边贸市场建设，加大人文交流力

度，深化友城合作，为中尼两国关系发

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添砖

加瓦。 （下转第二版）

陈永奇会见尼泊尔政府联邦事务
与总行政部联秘巴塔莱伊一行

本报拉萨 4月 28日讯（记者 刘文涛 张黎黎 张尚

华）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深入企业，调研生产

经营情况。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立足西藏特色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实体经

济发展，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近年来，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改进企

业经营管理机制，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王君正来到企业销售大厅，走进产品展示区，与

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仔细询问产品销售、运输管理、智

慧化生产等情况。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的顶梁柱。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聚焦

“明确所有权、放活经营权、强化管理权、落实监督权、

规范处置权”全面发力，不断推动管理创新和机制创

新，持续激发创新创造内生动力。要用前瞻眼光谋划

企业发展，明晰发展路径，加强管理、提升效率，着力

打造现代化、智慧化、绿色化企业。要坚持安全第一，

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各项安全措

施，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确保企业生产安全、运营

平稳。

在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和西藏藏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生产线上的工人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各类产品整齐堆放等待检测出厂。王君

正边走边看，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生产工艺、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等情况。强调，要自

觉把企业发展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聚

焦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在科技赋能、市场营销、品

牌 推 广 等 方 面 多 下 功 夫 ，努 力 推 动 企 业 提 质 增 效 。

要 优 化 设 计 理 念 ，增 强 精 品 意 识 ，提 高 产 品 的 功 能

性、实用性，严把质量关，真正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

得安心。

调研中，王君正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西藏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

研条件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有

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巩

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统筹

抓好新兴产业培育，确保经济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

力。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积极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支持小微企

业蓬勃发展，不断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

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

努力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

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

进具有高原特色的轻工产业，加快发展通用航空、清

洁能源等产业，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

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不断增强新型工业化的发

展动力和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认真落实我区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和措施，深入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及时有效给予政策扶持

和精准服务，切 实 保 障 经 营 主 体 在 经 济 活 动 中 权 利

平 等 、机 会 平 等 、规 则 平 等 。 广 大 企 业 和 企 业 家 要

坚 定 发 展 实 体 经 济 的 信 心 决 心 ，牢 牢 坚 守 实 业 主

业 ，紧 紧 抓 住 发 展 机 遇 ，担当好促进乡村振兴、助力

共同富裕等社会责任，在推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自治区领导达娃次仁、韦秀长、旦巴参加。

王君正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强调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加 快 实 体 经 济 发 展
不 断 提 升 新 型 工 业 化 水 平

本报拉萨 4 月 28 日讯（记者 王

超）28 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表彰工作

新闻发布会召开。

据悉，今年，我区将表彰自治区

劳 动 模 范 和 先 进 工 作 者 200 人 。 表

彰 对 象 中 ，一 线 职 工 和 农 牧 民 141

人、占 70.5%，专业技术人员 34 人、占

17%。中共党员 166 人、占 83%，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 83 人、占 41.5%，比

上一届分别提高 2.7 个百分点、2.1 个

百分点。

评 选 过 程 中 ，我 区 按 照 相 关 规

定，对所有推荐对象均征求了相关部

门、单位或属地意见，相关部门、单位

或属地均无异议；通过信用中国、天

眼查等平台，重点对具有多重身份的

推荐对象进行严格审核，对不符合条

件的取消参评资格，确保评选工作始

终向基层一线和普通劳动者倾斜、向

长期工作在生产科研一线和高海拔

艰苦地区岗位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员倾斜，确保推荐对象的代表性、群

众性、先进性。

据介绍，此次评选工作严格按照

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差额评选、逐级

公示的方式进行，200 名推荐对象所

在单位和各地（市）、区（中）直牵头单

位公示均无异议。4 月 18 日至 4 月 24

日，对推荐对象在西藏日报等区内主

要媒体进行了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

不良反映。

我区将表彰自治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一线职工和农牧民占70.5%

“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一些村民主动放弃挖虫草！”

“他们去年有 500多万元收入！”

……

带着这些饶有趣味的“道听途说”，

记者一行驱车前往边坝县边坝镇普玉

一村，解开这些疑惑。

从边坝县城出发，一个小时就抵达

了普玉一村党群服务中心。

刚下车，一位村民从人群中迎了上

来，热情询问：“请问你们是要去贡嘎冰

洞吗？”

“是的！”

“好嘞，我帮你们安排。”说完，他走

回队伍，按顺序分配摩托车骑手。

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从村委会到

贡嘎冰洞往返约 13 公里，可以徒步前

往，也可选择乘坐村民的摩托车。

“姐，你抓紧点！”温馨提醒后，司机

用力一蹬，摩托车便出发了。伴随着摩

托车的轰鸣声和蓝牙音箱传出来的动

感音乐，记者着实体验了一次越野摩托

的颠簸与狂野、速度与激情。

约 20 分钟后，抵达冰洞。随后，司

机又化身向导，引导记者走进冰洞。贡

嘎冰洞长约 165 米，宽约 26 米，高约 15

米 ，是 为 数 不 多 的 可 双 向 通 行 的 蓝 冰

洞。

穿过冰洞来到出口，已经有很多游

客在此拍照打卡。交谈中得知，向导次

仁夏今年 25 岁，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

3 个哥哥和 2 个姐姐外出打工后在外安

了家。

“爸妈已经 70 多岁了，我得留在他

们身边照顾。现在跑一趟车有 200 块

钱 ，平 时 就 干 农 活 ，日 子 比 以 前 好 多

了。”次仁夏告诉记者，“我们村虫草不

多，一般都要到加贡乡、八盖乡挖。挖

虫草的路很远，我每年也挖不了多少。

去年就干脆没去，留在这里开车，收入

还不错。今年也不打算去了。”

不仅是次仁夏，普玉一村很多村民

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冰洞发生着变化。

2022 年，一名护林员在巡山时，发

现了这个冰洞，随即告诉了村委会。层

层上报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纷纷来

此调研、勘测。村民们也发现了商机，

不少人守在村口，遇见游客就介绍，“我

们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冰洞，我骑

摩托车带你去。”

（下转第二版）

一个蓝冰洞带火一个村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贡秋曲措 平措郎加

本报拉萨4月28日讯（记者 格桑伦

珠）近日，随着拉萨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

线路基本完成首次及杆塔组立质监转

序工作，标志着该工程线路大部分标段

进入杆塔组立阶段，为后续工程竣工投

运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拉萨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起

于山南市桑日县沃卡 500 千伏变电站，

止于拉萨市林周县拉萨 500 千伏变电

站，途经拉萨、山南两市五区县，全线共

七个标段。作为国网西藏电力年度重

点保供项目，该工程建成后将满足西藏

中部电网负荷需求，并兼顾西藏中部富

余水电外送和青藏铁路电气化改造需

要，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动力。

图为工作人员在拉萨市林周县色

康村开展拉萨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组塔

作业。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时近晌午，西藏那曲市聂荣县尼

玛乡古龙村，家家户户都飘着饭菜香。

干了一上午农活，德吉早就饥肠

辘辘。回到家，他熟练地淘米下锅，

再将一屉牛肉放进锅里。农忙时节，

时间格外宝贵，“快”成了他对午饭的

基本要求。

10 分钟后，“嘀嘀”声准时响起。

他轻拨泄压阀，顿时香气四溢……软

糯的米饭和筋道的牛肉一块出锅，再

配上一壶酥油茶、一盘土豆，午饭就

齐活了！

以往，德吉想吃上这样一顿饭可

不容易。古龙村海拔 4700 米，水在 80

摄氏度就沸腾了。市面上常见的压

力锅不是为高海拔地区设计的，压力

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米饭夹生，肉

煮不烂都是常有的事！”

在一次基层调研中，西藏自治区

领导同志发现了群众“锅不趁手”的

问题。

小小一口高压锅，关系老百姓的

吃饭大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相

关部门立刻展开行动。

“好看，好用，物美价廉”——按

照这样的原则，相关部门抓紧研发推

广高原型压力锅产品。

西藏经信厅成立工作专班，组织

行业协会、龙头炊具企业联合研发攻

关。“大家争分夺秒研发测试，这口高

原型压力锅，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行

业的智慧，获得了 18 项技术专利！”经

信厅相关负责人感慨万千。

新炊具好不好用，群众最有发言

权——

“ 这 个 高 压 锅 ，功 能 多 、操 作 简

单，做出来的饭菜味道更好”“不管是

煮面、煮肉还是煮饭，都安全又方便”

“轻轻一拨就能自动泄压，再也不用

长时间等待了”……

如今，有 50 余万个西藏家庭用上

了这种高原炊具……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4月

18日第1版）

解决“锅不趁手”问题
光明日报记者 傅强 尕玛多吉

“ 我 在 西 安 遇 见 了 西 藏 ”
—西藏文旅专题招商引资暨特色产品展示展销见闻

◀ 第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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