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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

自信自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 月至

2024年 3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

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

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

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

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

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

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

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文章指出，自信才能自强。中华文明历经数

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

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

坚实的基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

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

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

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

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 须 坚 持 自 信 自 立

本报拉萨7月 15日讯（记者 李梅英）“钛锅生产线已于六

月正式投产。”“第 135 届广交会二期开展期间，法国、德国、伊

朗等 1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对高级牦牛骨质瓷器表现出了极大

兴趣。”“创投氧气将瓶装氧气价格打低了。”……近年来，越来

越多产自西藏的轻工业产品面世，受到区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高原轻工业逐渐成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西藏发展，全国支持。高原轻工业发展亦是如此。近年

来，国家部委、援藏省市都相继加大了资金、项目、政策、人才

等方面的援藏力度，支持西藏轻工业发展。我区相继出台

《西藏自治区“十四五”工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农畜产品加

工、中藏药、天然饮用水、民族手工业等重点产业行动方案，

印发了《支持高原地区多功能系列烹饪炊具产业发展指导意

见（暂行）》等，财政资金对西藏轻工业发展的引导、撬动作用

日益显现。我区初步形成了以农畜产品加工、中藏药、天然

饮用水、民族手工业等为主体，高原烹饪炊具、高原用氧健康

等为补充的高原轻工业发展格局。

目前，全区以农畜产品加工、中藏药、天然饮用水、民族

手工业、高原炊具为主体的规上轻工业企业，产值过亿元的

14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及自治区级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1

家。据统计，今年 1 至 5 月份，天然饮用水全行业总产值 3.68

亿元，总产销量 15.46 万吨、同比增长 7.4%；中藏药规上工业

总产值 14.37 亿元，同比增长 19.7%；民族手工业规上工业总

产值 1.5亿元，同比增长 23.4%。

在大力发展轻工业过程中，我区开发了青稞类新型主

食、佐餐、休闲、预制、啤酒、白酒等功能系列产品 80 余种，拥

有藏香、唐卡、藏式家具、民族服饰、藏毯、木雕等 30 余种民族

手工产品。15 家规上藏药企业均获得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GMP）认证，其中两个藏药品牌产品获中国驰名商标。天

然饮用水行业产品先后获得中国优质矿泉水水源、世界最佳

矿泉水奖等称号。

产业布局优化上，我区农畜产品加工业初步形成了拉萨、

日喀则、昌都、林芝等一批产业集聚区，天然饮用水产业基本形

成以藏中为核心，藏东南、藏西北协调发展的格局，拉萨、日喀

则、山南、林芝、昌都五地集中了 36 家企业。民族手工业形成

以拉萨为主，日喀则、昌都、山南为辅，那曲、林芝、阿里为补充

的发展格局。中藏药产业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林芝、山南

等地。西藏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进一步加快。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西藏轻工业在全国工业发展中正

占据一席之地，不断满足高原乃至全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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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15日讯（记者 玉珍

通讯员 毛娜）7 月 15 日，由自治区安委

办牵头，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

育厅、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西藏森林消

防总队联合主办的西藏自治区 2024 年

防灭火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部署会

召开。

本次活动主题为“防火宣传进校

园·护航青春保安全”，联合区党委宣

传部、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等十

多家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以“现场

活动+教育系统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全区设主会场、市县分会场 82 个，各级

各部门 3598 人参会；设各级各类学校、

社会培训机构分会场 3653 个，共有师

生 95.63万人参会。

会上，集中观看了校园火灾、森林草

原火灾警示教育片，来自消防、森防的防

灭火专家在授课过程中展示了火场真实

图片、统计数据和火灾案例，向参会人员

详细讲解校园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的重

大危害、防火规定、注意事项和防范措施

等。活动现场，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装

备展示和灭火器装备操作使用讲解受到

参会人员和广大学生的欢迎。

区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刘翔君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教

育引导广大师生提升安全风险防范意

识，普及火灾知识和防范应对措施，进

一步提高校园各类人员应急避险能力

和自救互救能力，以小手拉大手的形

式推动消防安全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向家庭、社会、农牧区等有效延展，

带动亲人、朋友一起提高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素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

我区部署 2024年防灭火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72次重要

会议，引领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改革

航程。

这是改革的催征鼓点。72 次中央

深改委（领导小组）会议锚定全面深化

改革总目标进行顶层设计，审议通过超

过 600 份 改 革 文 件 ，指 引 各 方 面 出 台

3000 多项改革方案，展现了习近平总书

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精神和不

断发展、日臻精深的改革之道。

掌舵定向：“坚定不移朝
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前进”

夏日的中国，涌动改革的热潮。

2024 年 6 月 11 日 ，北 京 中 南 海 ，

习 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关于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建设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

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改革文件，直指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推动

改革精准发力、落地生效。

10 年多来，这样的会议，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了 72次。总体设计、统筹

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掌舵领航，中国改革航船沿着正确航

线向更深水域、更广天地前进。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召开，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

蓝图：

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总目标，勾勒全面深化改革

的“四梁八柱”，明确任务书、时间表、施

工图，336项改革举措涵盖方方面面。

此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跨

越新的重要关口：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

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断积

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的

国际竞争形势逼人，逆全球化、贸易保

护主义沉渣泛起……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敏感程度，可

想而知。

致广大而尽精微。越是庞大复杂

的工程，越是需要精确定向、周密部署、

扎实落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个

多月，2013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第一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

作的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担

任组长。

对 于 这 一 机 构 的 责 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阐 明 要 旨 ：“ 就 是 要 把 党 的 十 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实

到位。”

党 的 十 九 届 三 中 全 会 后 ，中 央 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仍亲任

主任。这一机构职能更加全面、组织

更加健全、运行更加稳定，形成统揽改

革开放的坚强中枢，汇聚最为广泛的

改革力量。

船载千钧，掌舵一人。在全面深化

改革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把重任扛在肩上：

深远谋划，为改革纵深推进提供科

学指引；系统部署，研究制定重大改革议

题；亲力亲为，认真审阅修改重大改革方

案，引领督促每一项改革落地见效……

回望来时路，中国改革开放从来都

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进入新时代，改革举什么旗、走什

么 路 ？ 为 什 么 改 、为 谁 改 、怎 么 改 ？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

2014 年 1 月，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就指出：“坚定不移朝着全面深化

改革目标前进”“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

方向”。

2017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以三个“不能变”标定

改革方向：“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

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目标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

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下转第三版）

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从72次中央深改委（领导小组）会议读懂习近平的改革之道

新华社记者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自治区从

2021 年启动、全区规模最大的造林工

程，计划用 10 年时间完成营造林 206.72

万亩，实现“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

萨”的构想。

区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经济林研究

团队作为首批参加的科研团队和经济

林技术顾问，主要负责实施拉萨南北山

绿化工程经济林苗木培育项目研究和

苗木繁育，为拉萨南北山绿化提供坚实

的科技支撑。

仲夏，走进该项目位于区农科院院

内的苗圃基地，大棚内、露地上，不同高

度的桃树苗迎风展绿。“雨季到了，你看

这些桃树苗是不是比你 5月份来的时候

又长高了？”经济林苗木培育项目负责

人曾秀丽向记者问道。

雨季，高原植物的生长速度明显加

快。“在这个季节，一个月长十来公分都

正常。”指着细嫩的桃树苗，曾秀丽说。

拉萨海拔高，种树的难度大、成本

高、成活率低。为降低成本、提高成活

率，经济林研究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科研

攻关工作。“我们采取筛选高海拔树种资

源、改善容器基质等方式，努力培养优质

苗木。其间，我们开展了光核桃（桃树）

不同季节栽培试验，在休眠期移栽的 920

棵 6 至 14 年生光核桃大树，目前的成活

率在 85%至 90%之间。”曾秀丽介绍。

据介绍，该项目移栽了露天种植的

10 万余棵光核桃树苗，点播的 22 万盆

苗种也正陆续发芽。

在基地里，记者还看到酸枣、山楂、

甜樱桃、欧李等苗木。“我们引进的 10个

品种山楂发芽率在 90%左右，露天种植

的酸枣也已达到 3.9 万株，它们将有效

增加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经济林苗

木种类。”曾秀丽说。

据了解，经济林研究团队充分发挥

保障性苗圃的培育、示范作用，利用区

农科院划拨的曲尼帕基地 438 亩土地，

专门建立起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经济

林育苗和驯化基地，持续加大光核桃、

藏杏等优质树种种质资源收集、采种、

育苗等科研工作力度，有效提升了苗木

移栽成活率。

目前，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经济林

苗木培育项目已完成所有田间工程改

造和 260 亩经济林种子的播种工作，预

计年内培育光核桃和藏杏 200 万棵，并

已经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提供试验

用不同规格的光核桃、樱桃、牡丹、海

棠、西梅等经济林苗木 1 万余棵。经济

林研究团队还联合拉萨骏桑林业科技

有限公司在白朗县开展了 300亩光核桃

的育苗示范，完成 98 家企业 200 余人的

光核桃点播技术培训。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变为现

实生产力的关键一环。研产贯通才能

加 快 科 技 成 果“ 快 转 化 ”“ 转 成 功 ”。

2023 年，经济林研究团队完成了 3.8 万

棵光核桃冬季栽培试验布点、观测，开

展了 48个片区光核桃的生长观测工作，

取得了第一手的实验数据；采购了光核

桃、藏杏等经济林种子 8 万余斤以全力

保障 2024年度的苗木培育。

今年，区农科院和华中农业大学还

开展了“西藏李属种质资源研究体系构

建与精细评价”的第三方成果评估。这

个成果主要开展了西藏光核桃、李、杏、

梅等高原特色资源收集、田间苗木繁

育、资源露地保存技术等研究，为拉萨

南北山绿化工程高海拔光核桃、藏杏的

育苗和造林关键技术攻关奠定了研究

基础。据了解，该成果示范推广累计面

积 3000 余 亩 ，技 术 辐 射 面 积 约 10000

亩，累计应用苗木约 60万棵。

“我们还计划将高原牡丹种上山，

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提供适应性好、

观 赏 性 高 的 本 地 优 良 观 赏 花 卉 新 品

种。”曾秀丽介绍，经过团队 17年持续育

种技术攻关获得了一大批牡丹杂交后

代，计划于今年秋天完成育苗 2500 至

3000 棵，将在 2025 年春集中定植到拉

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选定区域。

南北山绿化工程加大经济林苗木培育力度—

花 艳 果 香 满 山 间
本报记者 李梅英

2009年，在冈仁波齐山脚下的阿里

地区普兰县巴嘎乡有了第一家移动营

业厅，年轻的其美多吉和妻子边巴卓玛

先后来到这里，“夫妻营业厅”的故事就

此开始。

在来到巴嘎乡的十多年时间里，其

美多吉与妻子一直坚守在这个平均海拔

4600米的小镇，无论是零下 40摄氏度的

严寒，还是呼啸凛冽的大风，人们总会看

到夫妻俩忙碌的身影。一年又一年，夫

妻俩的脚步从未停下，他们也把这个来

之不易的营业厅当成自己的家。

在其美多吉刚来巴嘎乡时，这里

物资匮乏，日常饮水也只能前往附近

河流人工挑水，而移动基站的供电也

基本靠发电机，这也成了其美多吉遇

到的最大难题。

每天晚上，其美多吉要起床两次

用 油 机 发 电 ，以 保 障 基 站 的 正 常 运

行。平日里，其美多吉还会骑摩托车

到两公里外的河滩取水，来保障生活

用水和发电机用水。如果其美多吉外

出，边巴卓玛则只能扛着水桶到河里

挑水。夫妻俩靠着多年的接力，默默

付出，移动基站从未断电成为这个“夫

妻营业厅”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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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仁波齐脚下的“夫妻营业厅”
—其美多吉和边巴卓玛的故事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永青

7 月 14 日上午，2024 年大巴松措朱拉户外铁三

赛在工布江达县朱拉乡举行。

根据场地特点，主办方将赛事设计成两人一组

的全户外团队赛。比赛不限男女，不设间隔，接力

开展 18 公里自行车骑行、3 公里开放水域皮划艇、

3.5 公里公路跑步三个团队比赛项目，共吸引了来自

区内外的 60 余名运动“达人”、户外爱好者、游客等

参赛。

此次赛事结合朱拉乡地处森林峡谷，溪流众

多、气候宜人的良好自然环境，充分彰显林芝的自

然风光、民俗风情和户外运动文化，进一步促进体

育赛事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

图为铁三赛跑步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刘枫 谢筱纯 胡文 摄

精彩运动

乐享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