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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则经济强。回望西

部大开发历程，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产业

始终是重要根基。

4 月 2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以六个“坚持”为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给出清晰指引。其中，“要坚

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居于首

位，突显了产业发展对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的重要意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西部各省份凝聚共识、抓住契机，积极谋划优势

产业，奋力开拓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在“特”字上下功夫：立足资源优
势谋划产业发展

在 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新 兴 产 业 ，加 快 西 部 地 区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广阔的面积和丰富的自然条件赋予西部地

区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环境：甘肃、宁夏、

内蒙古等地的风光资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

基础；贵州矿种多、储量大，正加快矿产资源高端

化开发利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地理风貌和

民族文化形成独特旅游资源……

（下转第二版）

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
—落实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精神系列综述之一

新华社记者

本报上海 5月 12 日电（记者 张黎

黎 张尚华 刘文涛）5 月 10 日至 11 日，西

藏 自 治 区 党 政 代 表 团 赴 上 海 学 习 考

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西藏自治区

党委书记王君正参加相关活动，共商沪

藏两地深化合作大计，进一步把对口支

援西藏工作推向纵深，更好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大局。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严金海，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莉新、上海市

政协主席胡文容参加相关活动。

位于兴业路 76 号的中共一大会址，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党

梦想起航的地方。西藏自治区党政代

表团集体瞻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

《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

陈列》，重温那段风雨如磐、波澜壮阔的

峥嵘岁月。大家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

足端详，紧密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

教育，进一步深化认识，检视初心，汲取

力量。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纪

律立党”的基石。两地同志表示，要始

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不断强化严

的纪律、实的作风、廉的操守，做到初心

不改、信念如磐，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坚决按照中

央决策部署，共同谋划和推进好对口支

援西藏各项工作，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 徐 汇 区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代 表 团

察 看 政 务 大 厅 及 城 运 大 厅 ，听 取 城 运

中心依托“一网统管”推进城市精细化

管 理 相 关 情 况 介 绍 ，了 解 上 海 在 全 面

推 进 城 市 数 字 化 转 型 中 的 实 践 探 索 ，

就 依 托 技 术 赋 能 推 进 数 字 化 治 理 、应

用 场 景 打 造 等 作 了 交 流 。 大 家 表 示 ，

要 把 握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发 展 带 来 的 机

遇，结合本地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升社

会 治 理 能 力 和 水 平 ，让 老 百 姓 有 更 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代表团还参

观 了 上 海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展 ，考 察 了 杨

浦滨江公共空间、陆家嘴金融城等。

本次学习考察，行程紧凑、内容丰

富，实地见证了上海市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家深受启发、

倍感鼓舞。大家表示，上海市近年来以

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形成了

一系列重要实践成果，创造了许多先进

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坚定信心、

开阔思路谋发展，做好学习成果消化内

化转化工作，切实把学习考察成果转化

为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

考察期间，王君正还看望了西藏班

师生、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代表，听

取他们在上海学习、工作情况。勉励广

大青年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从家乡日

新月异的变化中，深刻感悟社会主义制

度的无比优越；以实际行动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表

率；倍加珍惜美好时光，增强担当意志

和韧劲，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

担当的青春篇章。

西藏自治区领导赖蛟、肖友才、达

娃次仁、王峻、许成仓、斯朗尼玛、龚会

才、孟晓林，上海市领导赵嘉鸣、朱芝

松、张为、李政、张小宏、刘多、陈宇剑参

加有关活动。

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
陈吉宁王君正严金海龚正黄莉新胡文容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拉萨 5月 12日讯（记者 张宇）

近 日 ，记 者 从 自 治 区 工 商 联 获 悉 ，自

2022 年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

组成立以来，全区现有 1997 家企业与

1476 个村集体建立村企共建模式，累计

投入资金 23 亿元，实施经营类和公益类

项目 360个，惠及农牧民 21.5万人。

据悉，区党委高度重视发挥民营企

业特色优势，将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

村”行动作为自治区推进乡村振兴的一

项重要内容。全区和各市地“万企兴万

村”行动领导小组深入开展以边境村和

重点帮扶乡镇为重点的专题调研，制定

印发年度《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工作

要点》，精准统计“万企兴万村”行动相关

数据，为该行动全面推进奠定基础。

广 大 民 营 企 业 积 极 响 应 ，以 专 项

工作带动整体工作的全面提升。在产

业帮扶建设方面，建立村企对接机制，

民营企业根据帮扶村产业情况建立产

业帮扶项目，涉及特色种养、农产品加

工、乡村旅游、民族手工业等领域，形

成 民 营 企 业 和 村 集 体 合 作 共 建 、互 惠

共赢新格局。在“百企连百村”助边行

动方面，通过“光彩事业西藏行”活动，

96 家民营企业（商会）结对帮扶 101 个

边 境 村 。 在 回 报 家 乡 专 项 行 动 方 面 ，

积极引导区外西藏籍企业家和经济能

人 返 乡 创 业 ，投 身 家 乡 的 乡 村 振 兴 事

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累计投入23亿元

“万企兴万村”行动惠及 20余万农牧民

“只有历经数道复杂、精细的工序，

才能将茶叶甘甜的滋味递送到唇齿之

间。”沿着曲折的山路来到林芝市波密

县易贡乡，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块规模种

植的茶田上，我们有幸采访到 2023 年度

“西藏工匠”罗晓玲。

“这里的温差大、日照充足，应该是

个出好茶的地方。但这里的地理条件

也让种植茶叶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始终

没有放弃，终于在 2023 年成功培育出新

的茶叶品种。”罗晓玲介绍。

“在雅安，我们家有自己的茶田，父

母 都 会 做 手 工 茶 ，我 很 小 就 开 始 炒 茶

了，炒好的茶由父亲背到集市上去卖。”

雅安历来有“世界茶文化发祥地”之称，

罗晓玲是地道的雅安人，从小就受到茶

文化的熏陶。从初中开始，她就学着在

滚烫的铁锅中翻炒刚摘下的嫩叶，直到

双手通红，甚至被烫起水泡。

大 学 毕 业 后 ，罗 晓 玲 在 雅 安 市 名

山 区 金龙村负责退林还耕工作。“印象

中最深刻的就是当地开始推广种植茶树

后 ，村 里 家 家 户 户 的 泥 瓦 房 变 成 了 楼

房。”在罗晓玲的记忆里，金龙村村民凭

借茶叶勤劳致富，生活越过越红火。

小时候的经历和工作性质让罗晓玲

对茶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雅安的茶，罗晓玲走遍全国各地，学习

茶叶制作工艺。“福建、广东、浙江、湖南、

湖北我都去过。甚至有一次，我还去日

本学习了他们的茶道。”罗晓玲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罗晓玲来到林芝

市波密县易贡乡。“高山云雾出好茶，易

贡的风景惊艳了我，更让我颠覆认知的

是，西藏不但有茶叶，还可以做出独一

无二的‘西藏好茶’。当时我就有一个

想法，要让所有人知道西藏有好茶，让

大家都喝上西藏的好茶。”罗晓玲说。

（下转第二版）

让 更 多 人 喝 上“ 西 藏 好 茶 ”
—记2023年度“西藏工匠”罗晓玲

本报记者 周红雁 王雨霏

本报上海 5月 12日电（记者 王超

平措次仁）5 月 10 日，2024 年中国品牌

日活动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以“好

品藏不住”为主题的西藏展馆迎来众

多参观的人群。

本次西藏展馆分为综合形象区、

好风采·“藏”不住”、好产品·“藏”不

住、好品牌·“藏”不住、好风景·“藏”不

住、好活动·“藏”不住六个展区，共 15

家企业参展，涵盖区域特色品牌——

“ 地 球 第 三 极 ”，涉 及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文 创 、高 原 特 产 、电 子 商 贸 等 多

个 领 域 。

活动现场，我区各参展企业荟萃

精 品 、发 布 新 品 ，多 维 度 展 现 品 牌 活

力，期望通过这个大舞台上寻求更多

发展机遇。参观者纷至沓来，饶有兴

趣地观看来自雪域高原的精美手工艺

品、特色食品、高原药材等产品展示，

时不时向工作人员咨询了解，场馆内

人声鼎沸。

自 治 区 发 展 改 革 委 产 业 处 副 处

长 殷 德 胜 表 示 ，希 望 通 过 本 次 活 动 ，

进 一 步 加 强 与 兄 弟 省 市 的 学 习 交

流 ，借 鉴 兄 弟 省 市 品 牌 创 建 经 验 做

法 ，交 流 分 享 品 牌 创 建 故 事 和 推 动

品 牌 走 出 去 的 经 验 ，凝 聚 品 牌 发 展

共 识 、营 造 品 牌 创 建 氛 围 、扩 大 品 牌

交 流 平 台 、展 示 品 牌 建 设 成 效 、促 进

品 牌 消 费 升 级 ，不 断 提 高 西 藏 特 色

品 牌 的 传 播 力 、影 响 力 、认 知 度 、美

誉 度 。

西藏 15家企业参加 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

5 月 10 日至 11 日，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这是西藏自治

区党政代表团集体瞻仰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陈列》。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5 月 10 日至 11 日，西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这是王君正看

望西藏班师生、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代表，听取他们在上海学习、工作情况。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广袤的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璀璨之

地。

中国和欧洲，分处亚欧大陆两端，是

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

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如

何相处、怎样作为，关乎着亚欧大陆的繁

荣，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走向。

大国外交，远谋而笃行。新一年元首

出访的大文章，从欧洲起笔。

第一站，来到法国。“特殊的朋友”“特

殊的关系”；既 是 立 足 双 边 ，更 是 面 向 全

局——

携手走过一甲子，中法关系如何守正

创新、开辟未来，担当中欧关系的强大引

擎，壮大完善全球治理的中法力量？

并肩前行二十载，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如何稳中有进、行稳致远，更好服务

各自发展，更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

答案就写在绿意盎然的塞纳河畔，写

在白雪皑皑的比利牛斯山脉，写在中法各

界深化友好合作的广泛对话里，写在东西

方文明跨越亚欧大陆的温暖握手中……

习近平主席说：“中法作为两个有独

立自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

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

方向。”

5 月 5 日至 7 日，中国元首外交的“法

兰西时间”，让世界瞩目。

定位与定力：做真诚的朋
友、共赢的伙伴

又是一个万物勃发的时节，中法友谊

再启新篇。

2014 年、2019 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在

春天到访法国。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再

次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土地。

一项项高规格礼遇，欢迎尊贵而亲切

的朋友。

5 日抵达巴黎——马克龙总统特别安

排阿塔尔总理赴机场迎接。细雨霏霏中，

习近平主席步出舱门，阿塔尔总理以一句

中文“您好”问候远方贵宾。沿红毯边走

边谈，阿塔尔总理向习近平主席讲述自己

的“中国缘”：学过一年中文，还到访过北

京、上海、银川。“你讲得很好，很标准。欢

迎你到中国访问。”习近平主席微笑着说。

从机场至下榻酒店，摩托车队护卫左

右。雄伟的凯旋门前，一面面中法国旗连

成友谊的绚烂画卷，一幅幅红色横幅表达

着对访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鼓乐欢

快，龙狮双舞，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洋溢

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6 日国事活动——见证法兰西厚重历

史的荣军院再度为习近平主席打开大门。

金色的穹顶映着湛蓝的天空，主庭院连廊

边，共和国卫队和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

雄壮的进行曲，庄严的分列式，一场隆重的

欢迎仪式，尽显东道主的盛情与敬意。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

媛乘车赴爱丽舍宫，148 名骑兵组成的礼

兵马队和摩托车队一路护送。马蹄噔噔，

踏响青灰色的石路。穿过塞纳河上最美

的亚历山大三世桥，途经百余年历史的大

皇宫、小皇宫，掠过戴高乐将军雕像，仿佛

行进在时间的长廊中。

外交礼仪，“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两

个时间维度，彰显中法关系的高水平和特

殊性，揭示中法两国勇立潮头、敢为人先

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力、时代意义。

第一个维度，10 年，主线是元首外交

的战略引领。

犹记习近平主席 2014 年的首次对法

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开创紧密持久

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的重要

共识。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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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2 日电（记 者

任沁沁）记者 11 日获悉，经国务院批

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出 入 境 管 理 局

决定自 2024 年 5 月 27 日起，为山西

省 太 原 市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

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等 8 个城市

符合条件人员签发往来港澳“个人旅

游签注”。

上述 8 个城市户籍居民以及居

住证持有人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出

入 境 管 理 人 工 窗 口 ，或 设 在 人 工 窗

口 的 智 能 签 注 设 备 提 交 申 请 ，办 理

“个人旅游签注”或者“团队旅游签

注”。“个人旅游签注”包括：赴香港 3

个月一次签注、3 个月二次签注、1 年

一次签注、1 年二次签注；赴澳门 3 个

月一次签注、1 年一次签注。签注持

有人每次在香港或者澳门逗留期限

不超过 7 天。

拉 萨 等 8 地 新 增 为 签 发

港澳“个人旅游签注”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