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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戈尔达娜·西莉娅诺夫斯卡—达夫科娃，祝贺她就任北马其顿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北马其顿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两国务实合作扎实推进，成果惠及民众。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北马其顿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女士一

道努力，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交流合作，推动中北马友好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穆罕默德·伊德里斯·代比·伊特诺，祝贺他当选乍得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乍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国际协作更加紧密。我高度重视中乍关系发展，愿同穆罕

默德总统一道努力，加强相互支持，推进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报拉萨 5月 21日讯（记者 张尚

华 刘文涛 张黎黎）21 日上午，自治区党

委书记王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王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

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

握好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紧密结合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

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持

续抓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不 折 不 扣 落 到 实

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抓

好重大项目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等工作，持续增强发展动力，

努力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区

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转

变作风、狠抓落实，善于学经济、用经

济、抓经济，强化动态调度，完善工作机

制，不断提高驾驭经济工作的本领。

王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特别

是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

设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抓好学

校思政课建设，努力培养爱党爱国、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坚持思政课与党的创新理

论同步推进，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教学，不断深化“三个意识”教

育。持之以恒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用

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突出课堂教学

质量和育人实效的导向，着力建设一支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

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建立党

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

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

局，推动形成思政课建设的强大合力。

会议通报了自治区党政代表团赴

湖北、江苏、上海、湖南学习考察情况。

王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健

全机制，扎实做好新时代援藏工作，真

正 做 到 优 势 互 补 、扬 长 避 短 、共 同 发

展。强化开放意识，充分发挥政策优

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坚持把中东

部地区先进技术与西藏市场需求结合

起来，推动西藏主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

局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全

方位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会 议 研 究 审 议 了《西 藏 自 治 区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网 规 划 纲 要（2023—2035

年）》。王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

特别是交通运输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指

示精神，抢抓机遇、主动担当、积极作

为，合理布局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

系，加快推进交通强区建设，努力推动

新 时 代 西 藏 交 通 运 输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坚持规划先行，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做好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产

业发展规划、文旅发展规划等的协同，

加 快 构 建 通 用 航 空 基 础 设 施 网 络 体

系，确保规划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

严肃性、权威性。坚持人民至上，把政

策 、项 目 、资 金 向 基 层 和 偏 远 地 区 倾

斜 ，推 动 城 乡 交 通 运 输 统 筹 协 调 发

展。坚持一体化发展，注重各类运输

方式深度融合发展，合力推动规划落

地见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西藏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研究审议了《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全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若

干措施》。王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委、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党对党校

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从严治校、质量

立校，进一步明确目标方向、突出工作

重点、补齐工作短板、提高工作水平，进

一步推动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王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努 力 推 进 高 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莉娅诺夫斯卡—达夫科娃就任北马其顿总统

习近平向乍得当选总统穆罕默德致贺电

平 均 海 拔 4700 米 的 那 曲 市 聂 荣

县位于藏北南羌塘高原太湖盆区，是

一个纯牧业县。在聂荣县域内，沿着

纵横交错的硬化路行进，目光所及皆

是连绵不断的草原，未曾见一棵枝叶

繁茂的大树。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每

家每户门前整齐堆砌如墙的牛粪，造

就了独特的纯牧区景观。

“1376”“乡村振兴我参与，那曲奋

进我自豪”……在聂荣县色庆乡，牧民

群众用牛粪堆雕饰的文字和图案让记

者驻足停留。

“‘1376’这 四 个 数 字 在 藏 族 文 化

中 象 征 着 好 的 寓 意 ；‘ 乡 村 振 兴 我 参

与 ，那 曲 奋 进 我 自 豪 ’表 明 乡 村 振 兴

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牧民群众的幸福

生活带来了新希望，激发了广大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与力量……以前

牛粪堆的价值只是用于牧民的生产生

活中，但如今的牛粪堆是新时代的产

物、衍生出又一功能——通过装饰承

载 牧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待 和 祝

愿。”色庆乡乡长阿旦介绍说。

色 庆 乡 作 为 聂 荣 县 第 一 人 口 大

乡，传统的畜牧业曾是色庆乡群众唯

一的收入来源。但传统畜牧业以家庭

小 作 坊 为 主 ，畜 产 品 产 量 低 ，加 之 人

口 居 住 分 散 、销 售 渠 道 窄 ，贫 穷 成 为

色庆乡的代名词。

为了改变群众的生活，2017 年，色

庆 乡 申 请 资 金 500 万 元 ，举 全 乡 之 力

建成聂荣县色庆乡杂玛多种经营合作

社 ，成 立 之 初 只 有 牛 167 头 、羊 117

只 。 近 年 来 ，在 各 级 财 政 资 金 的 扶

持 、干 部 群 众 的 艰 苦 奋 斗 下 ，合 作 社

带领群众闯出致富新路子。

“ 如 今 的 合 作 社 已 成 为 拥 有 1602

头 牲 畜 、50 余 台 生 产 机 器 、4 个 销 售

点、能生产 10 余种高原特色畜产品的

示范合作社，目前总收入达到 2880.78

万元，直接和间接带动 1718 人实现增

收。”阿旦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 开 饭 了 、开 饭 了 ……”在 合 作 社

牛舍里，工作人员江村伍司边吆喝边

投喂牛饲草料。

工作间隙，面对记者的提问，江村

伍司打开了话匣子。

“ 以 前 一 家 人 的 生 计 靠 家 里 养 的

10 头 牛 。 2016 年 被 识 别 为 建 档 立 卡

贫困户，虽然国家的扶持让我们基本

生活有了保障，但‘贫困户’的标签始

终让我抬不起头。在合作社工作，我

靠自己的劳动，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江村伍司如是说。

通 过 合 作 社 的 培 训 ，江 村 伍 司 和

妻子不仅掌握了科学的养殖技术与现

代化的畜产品加工技能，而且在家门

口 实 现 就 业 。 家 里 的 10 头 牲 畜 由 合

作 社 代 为 养 殖 ，每 年 年 底 都 会 有

分红。

家 里 经 济 条 件 改 善 了 ，江 村 伍 司

的两个孩子学习也更加努力了，女儿

现就读于那曲市高级中学，儿子就读

于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

“生逢好时代，好政策带来了好生

活”。江村伍司感叹道。

如 今 ，在 聂 荣 县 整 齐 堆 砌 如 墙 的

牛 粪 ，正 是 这 片 热 土 欣 欣 向 荣 、牧 民

群众热爱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曲市聂荣县色庆乡带领群众发展现代化畜牧业—

唱 响 草 原 致 富“ 新 牧 歌 ”
本报通讯员 虎桃平 本报记者 万靖

5 月 20 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承办

的西藏传统民族音乐会《吉祥妙音》

在西藏大剧院演出。音乐会上，西藏

特色乐种轮番上演，彰显优秀传统民

族音乐魅力。

图为在西藏传统民族音乐会《吉

祥妙音》演出现场，演员演唱堆谐《阿

觉索朗多布杰》。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吉 祥 妙 音》

彰显民乐魅力

本报泽当5月21日电（记者 汪纯）

5 月 20 日，2024 年“世界蜜蜂日”中国主

会场活动在山南市乃东区开幕。本次

活动为期 2 天，由中国蜂产品协会、山

南市乃东区人民政府主办，以“蜜不可

分”为主题。活动旨在引领蜂产品行

业致力于发展特色蜜蜂授粉产业，打

造特色优势产品。

山南市拥有丰富的蜜源植物和独

特的生态环境，为发展蜂产业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山南市委常委、乃东区

委书记张维介绍，“近年来，山南市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力

发展蜂产业，蜂群量约占全区的 70%，已

形成产销一体化的成熟产业链，优质蜂

蜜年产量超过 300吨，产值超过 1亿元，

带动全市近 1.8万人增收。”

开幕式上，中国蜂产品协会与乃

东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建中国“山花

蜜之乡”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基地建

设、技术服务、标准制定、质量控制、品

牌推广等方面加强合作，把山花蜜产

业作为乃东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

展农村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共同打造乃东区山花蜜品牌。

此外，位于乃东区结巴乡的西藏

蜜蜂文化主题生态体验园被正式授牌

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浙江大学蚕蜂

研究所产学研合作基地、四川大学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产学研合作

基地。

共商“甜蜜”产业发展良策

“世界蜜蜂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山南开幕

叉车、拖车来回穿梭，10 余名搬运

工有条不紊地装卸货物。今年“五一”

期间，拉萨贡嘎机场货站内，一派忙碌

景象。西藏机场集团货运部经理旦增

旺姆介绍，仅 1 日当天，拉萨贡嘎机场

的货邮进出港吞吐量就达 90吨。

近几年，拉萨贡嘎机场的货邮吞吐

量持续增长。今年 1 至 4 月份，进出港

吞吐量超过 1 万吨，同比增长 13%。旦

增旺姆介绍，生鲜等货物进港量越来越

大，特别是“五一”假期前，各大商家积

极备货，进港货物中鲜货占 30%以上。

出港方面，西藏机场集团货运部积

极与各大航空公司沟通协作，为高原农

特产品优化包装服务。当下，西藏新鲜

虫草正逐步上市。西藏机场集团货运

部将继续加强虫草、松茸等特产出藏保

障工作，助力“藏品出藏”。

在顺丰速运拉萨分拣中心，自动

化 分 拣 设 备 不 停 运 转 。 顺 丰 速 运 拉

萨 分 拣 中 心 负 责 人 余 祥 荣 介 绍 ，最

近，分拣中心日均处理快件量达 3 万

件以上，同比增长 10%。西藏顺丰速

运 有 限 公 司 与 西 藏 机 场 集 团 货 运 部

签 订 了 合 作 协 议 ，共 同 打 造 精 品 航

线。在顺丰速运拉萨分拣中心，每天

凌晨 4 点左右，拉萨贡嘎机场货站的

运输车就会上门装货，以保证赶上清

晨的航班离藏。

每天下午 5 点左右，是中通快递八

廓街分部最忙碌的时候。驿站负责人

余成凯介绍，“五一”期间，驿站每日收

件量在 200 件以上，大部分为附近商场

经营旅游纪念品的摊主前来寄件。

八 廓 街 是 到 拉 萨 旅 游 必 打 卡 之

地 。 中 通 快 递 西 藏 分 公 司 网 络 管 理

部负责人李斌介绍，中通快递八廓街

分部有 4 个末端驿站。今年以来，分

部 每 日 收 件 达 千 余 件 ，同 比 增 长

35%。“西藏快递市场很有活力。公司

将 继 续 提 升 服 务 ，扩 大 覆 盖 面 。”李

斌说。

（转载自《经济日报》5月 5日第 2

版 记者 代玲）

西藏拉萨空港吞吐量持续提升
1至 4月份，进出港吞吐量超过1万吨，同比增长13%

林芝市朗县惠州大桥预计七月合龙
总投资6500万元，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本报巴宜 5月 21日电（记者 谢筱

纯 王珊）记者从林芝市朗县惠州大桥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由广东省惠州

市援建的朗县惠州大桥目前建设进度

达到 78%，预计今年 7月大桥合龙。

朗县惠州大桥建设项目位于朗县

县城规划区域的中部，是朗县“一城四

片区”发展的重要节点，连接江南新城

与 光 明 新 区 ，横 跨 雅 鲁 藏 布 江 ，全 长

500 余米。建成后，有利于江南新城后

续的开发建设，有利于统筹光明新区

与江南新城的规划发展，进一步改善

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县城整体形象，带

动县域产业发展。

项目由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

朗县（惠州）工作组援建，项目总投资

6500 万元，由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

为进一步加强技术援藏和智力援

藏，惠州市住建局与粤规院（广州）建设

科技有限公司派遣专家赴林芝市住建

局和朗县住建局就党建融合、工程建设

管理、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进行深入

交流，对朗县惠州大桥等建设项目进行

实地指导，推动提升朗县住建领域人才

队伍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

◀ 第二版 ▶

导 读

春有繁花秋有彩，且看拉萨绿化造林——

打造生态宜居“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