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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8 月 24 日讯（记 者 李梅英 万靖

贡秋曲措）8 月 23 日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会

议，审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若干政策措施》，不仅彰显了中央对西部地区发

展的深切关怀，更为西部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指

明 了 前 进 的 方 向 。 我 区 广 大 干 部 职 工 纷 纷 表

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区

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西藏在西部

大开发中的定位和使命，保持战略定力，一以贯

之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

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谱写好西部大

开发新篇章。

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朴表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西藏作为我国西部省区之一，通过西部大

开发带来的政策优势，可以更好地推动高原经济

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区与中东部省市协调发展。

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力

激发和增强我区内生发展动力。

那曲市色尼区副区长、那曲镇党委书记张兴

富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区党委十届六次

全会着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又再次提到全

面深化改革，这为色尼区实施的‘三牧联动’发展

路径注入了强心针。”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助力谱写好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

没有万家的平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的重要基础。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边

境线长，守土固边使命光荣、任务繁重。

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创建国家固边兴

边 富 民 行 动 示 范 区 ，大 力 推 进 固 防 稳

边、强基固边工作，加快推进边境地区

高质量发展，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无数西藏儿女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

域高原，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

建设者，只为守护心中的信念——“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8 月，在骄阳的映照下，年楚河畔的

“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熠熠夺目。

“1904 年 7 月 5 日，英军发起了对江

孜的总攻。面对英军的大炮和重机枪，

数千英勇先烈在宗山上用石头、长矛、

土枪土炮与英军展开殊死搏斗……”在

江孜抗英纪念馆，江孜县文旅局讲解员

普布次仁向参观的人们讲解江孜抗英

斗争的英勇事迹。

“56 个民族是一家人，就像石榴籽

一 样 紧 紧 地 抱 在 一 起 ，我 们 要 团 结 奋

斗、扎根边陲，守护好、建设好美丽家

园。”作为一名参观者，江孜县第一小学

五年级三班学生白玛德吉坚定地说。

“江孜抗英斗争生动展现了西藏各

族人民同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写照，江孜抗英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爱国守边

意识一直植根于西藏儿女血脉之中。”

普布次仁表示。

今年是江孜抗英斗争 120 周年。雪

域高原各族儿女深情纪念 120 年前西藏

军民浴血奋战，反抗英帝国主义入侵，

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始终牢记西藏自

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深入践行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

团结的光荣传统和崇高使命，守护好雪

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和 平 解 放 以 来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坚 强 领 导 下 ，西 藏 各 族 人 民 彻 底 粉 碎

外部势力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的图谋，维护了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

领土完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

族 区 域 自 治 ，开 启 了 西 藏 走 向 繁 荣 进

步 的 光 明 前 程 ，同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一 道

实 现 了 从 站 起 来 到 富 起 来 、强 起 来 的

伟大飞跃。

感恩奋进的雪域儿女不会忘记来

时的路，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

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不断厚植

爱国主义精神底色。

产业兴旺人民幸福

沿着札达县 565 国道一路前行，千

姿百态的土林风光不时映入眼帘。

离土林不远处，古格王国遗址依山

叠砌、逶迤而上，从地面直到山巅，层层

叠叠。神秘恢弘的遗址吸引着大量学

者、游客前来寻幽探胜。

“我们扎布让村地理位置优越，旅

游资源丰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下，进行了边境小康村建设。看这整齐

划一的藏式小楼、平坦干净的道路，村

里的基础设施条件一年比一年好，吸引

了不少外地游客在村里住宿。”村党支

部书记次仁多杰一边介绍，一边推开德

吉家庭旅馆的大门。

（下转第二版）

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雪域边陲高高飘扬
—我区扎实推进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唐启胜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2023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的重要回

信，从首都北京传到了驻守在喜马拉

雅群山之间的拉萨海关。“当好让党

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着、鞭策

着这群坚守在世界屋脊的海关关员，

为他们做好新时代海关工作指引了

前进方向、赋予了强大力量。

一年来，拉萨海关始终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根本遵

循，加快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

强国”行动，坚持在安全中把可能变

成不可能、在发展中把不可能变成可

能，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

以“智”守国门、“智”促发展的实绩成

效，全力助推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

拉萨海关的监管面积有 120 万平

方公里，辖区陆地边境线长达 4200 多

公里，辖区有 5 个开放口岸、1 个边贸

通道。面对进出境监管重任，拉萨海

关全面承接海关总署年度智慧海关

建 设 项 目 清 单 ，积 极 参 与 海 关 总 署

“非贸风险一体化智慧防控”等 8 项具

体项目，结合西藏口岸监管实际，创

造性实施一批个性化、本地化微创新

项目，让科技与监管在雪域高原有机

融合。

在吉隆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一

辆辆尼泊尔籍车辆通过智能卡口快

速通关，海关依托“智慧鹰眼”实时监

控承运进出口货物运输工具的物流

状态，在严把国门安全的前提下，大

幅压缩进出境车辆通关时间；

（下转第二版）

“智”守国门 “智”促发展
—拉萨海关深入推进现代化建设

本报记者 姚闻

图为拉萨海关所属八廓海关关员在西藏特色产品出口企业调研。

拉萨海关供图

今年 3 月，那曲市索县嘎木乡聂拉山大雪封

山，交通严重受阻。嘎木乡人大代表救援队迅速

行动，动用乡里的挖掘机、装载机，在海拔 5129 米

的聂拉山上连续“作战”，边扫冰除雪边引导过往

群众通行。

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既是新时期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人

大工作生机与活力的力量源泉。今年以来，索县

嘎木乡人大主席团先行先试，将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放置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背景下，

成立人大代表救援队，创新了人大代表全过程参

与基层治理的实践。

嘎木乡位于索县东南部，平均海拔 4100 米，

地处怒江北岸沿线，离县城 210 公里。受交通及

气候条件的制约，属于仅能季节性通车的乡。从

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的 4 月，海拔 5129 米的聂拉山

都会因为大雪封山而封闭道路，成为连通外界的

一道障碍。

天气回暖后，受气候、地形影响，碎石滚落、滑

坡、山体塌方等情况时有发生，导致车辆经常陷

滞，通行人员被困。这一极端特殊的自然地理环

境，给当地的基层服务和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嘎木乡人大主席团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将乡

村振兴行动与人大“争当十员”活动有机结合，走

出了人大代表全过程参与基层治理的有益路径。

2024 年 3 月，嘎木乡人大主席团以改善民生、

服务群众为导向，通过有效的工作安排将属地内

的各级人大代表纳入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框架

内，组建了一支由嘎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才旺多

杰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次旦旺久任副

组长，13 名辖区人大代表为成员的人大代表救援

队，负责道路通勤救援工作。 （下转第三版）

﹃
拉
萨
好
物
﹄
亮
相
香
港
美
食
博
览
会

本报拉萨8月24日讯（记者 卢文静）日前，

备受瞩目的 2024 中国香港国际美食博览会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拉萨市商务局组织

15 家“拉萨好物”优质企业参展，将秘境泉水、

牦牛酸奶、雪域青稞等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国际

市场，让消费者现场体验来自雪域高原的纯净

与美味。

这 是 拉 萨 市 商 务 局 第 二 次 组 团 赴 香 港

参 展 ，参 展 商 品 涵 盖 饮 用 水 、青 稞 、茶 叶 、菜

籽油、藏药口服液、牦牛肉等特色优质产品。

活动现场，来自 69 个国家和地区，2 万余家行

业精英、商界领袖及各界嘉宾共襄盛举，共同

见证“ 拉 萨 好 物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绽 放 的 精 彩

时刻。

在企业专场推介会的舞台上，“拉萨好物”

企业代表通过生动的讲解、精彩的演示和丰富

的互动体验，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拉萨好

物”的独特魅力。嘉宾们亲身品鉴高山茶叶的

醇厚与甘香，感受雪域青稞的独特口感，以及

秘境泉水的清冽与纯净。

据悉，开幕式当日，拉萨展馆累计接待国

内外各界观众以及客商多达 2 万余人次，积极

开展与客商的深入对接洽谈近 140 次。展馆还

大力开展赠送、试吃各类食饮品活动，惠及人

数 3 万余人次，并且成功建立初步意向采销联

系渠道 11个。

在 基 层 治 理 中 显 担 当
—那曲市索县嘎木乡人大代表救援队服务群众小记

本报通讯员 刘亚伟 本报记者 赵书彬

建 设 美 丽 幸 福 西 藏 ，共 圆 伟 大 复 兴 梦 想
— 隆 重 纪 念 对 口 援 藏 30 周 年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历史文化建筑宗山

古堡屹立山头。山下的宗山广场，英雄路、卫国路、上

海路、长宁路……从这里通向四面八方。

来来往往的行人早已熟悉眼前的一切，但今年 77

岁的达娃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对口援藏，就不会有这

些道路。回忆起当年的场景，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依

旧十分激动。

30 年来，70 多名上海市援藏干部先后来到海拔

4000 米的江孜县，与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谋发展，

让这片土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一所学校的变迁
“到最基层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在这里生活了 70 多年、曾任江孜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的达娃，退休后时常在县城里走走看看。每次路过

江孜闵行中学、上海路、长宁路，他都忍不住驻足良

久，脑海里浮现出一批批上海市援藏干部的身影。

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刚来时，江孜县城里都是

土路，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房子。日喀则市相关部门把

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送到县里，他们脸上满是旅途

的疲惫和对未知的好奇。

从哪里入手干？第一批援藏干部、江孜县委原书

记王胜扬想着先把情况了解透。“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多

方调研，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援藏项目。”王胜扬回忆。

一早出发，王胜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乡，到一

个个点上看，直到晚上 11 点才回到县里。“回来后，顾

不上吃饭，他立即通知县委常委开会。”同是上海市第

一批援藏干部的赵荣善回忆。达娃感慨：“到最基层

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援藏干部的作风打消了我们

的顾虑。”

一番调研后，建学校成为王胜扬与江孜本地干部

们商定的第一件事。

当时，江孜县各乡已经逐步建起小学，但小学毕

业升入中学的不多。当听到上海市将出资 300 万元为

江孜县建设一座新中学时，时任江孜县分管教育和卫

生工作的副县长米玛次仁高兴得几乎从凳子上跳了

起来：“这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1997 年，强巴石曲进入江孜闵行中学就读。“那

时，学校里只有两栋小楼，黄土铺的操场，一下雨，满

脚都是泥水。”2008 年大学毕业后，强巴石曲回到母校

工作，学校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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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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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