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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

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

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

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 年来，中国探月工

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

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心引领下，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

的重大成就，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屡

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
势，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
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
工程作出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
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国
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4 年 6 月 25 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

古郎草原。湛蓝的天幕下，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

缓缓降落——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月背样品到

家了！

完成历时 53 天的太空之旅，嫦娥六号实现人

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美国《纽约时报》载文称，嫦娥六号任务带回

的样本，可能为研究月球和地球的起源提供线

索，这是中国探月计划的最新成果，显示出中国

航天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标志着中国一系列探

月任务的又一次胜利。

自 2004 年启动实施，中国探月工程步步衔

接、接续跨越、连战连捷：

2007 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实现中华民族

千年奔月梦想；

2010 年至 2012 年，嫦娥二号实现对月球的高

精度测绘、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科学探测和图塔蒂

斯小行星飞掠探测；

2013 年，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球车成功着

陆月球；

2019 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着陆巡

视探测；

2020 年，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采集 1731 克月

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 年，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份 1935.3 克珍

贵月球背面月壤……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

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

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国探月工程

实现历史性跨越——

“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

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

力的重要标志”；

“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探测成为科

技竞争的制高点”；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创

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

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

……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始终难忘那

一幕：2013 年 12 月 15 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

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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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综合讯（记者 谢筱纯 王

珊 丹增平措 杨子彦 万靖 通讯员 刘

渝）9 月 22 日，农历秋分时节，也是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区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庆丰收，

共享喜悦。

巍巍青山、万顷翠波。丰收的林

芝，连“土疙瘩”都变成了“金疙瘩”。

林芝的丰收，不止一眼望见的金色青

稞 、玉 米 田 ，树 林 里 更 是 藏 满 了“ 惊

喜”！ 海拔 3200 米的青冈林里，巴宜

区 林 芝 镇 朗 欧 村 的 仿 野 生 种 植 灵 芝

迎 来 了 第 二 茬 采 摘 。 个 个 饱 满 肥 硕

的 红 褐 色 菌 伞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显 得

光 彩 夺 目 。 捏 住 菌 柄 、留 柄 剪 收 、转

动 拧 下 、削 平 柄 脚 ，一 朵 完 整 的 灵 芝

便采摘完成。40 余亩的丛林中，来回

穿 梭 着 朗 欧 村 群 众 忙 碌 的 身 影 。 清

理、装筐、搬运、装车……树林里充满

了 欢 笑 声 。 林 下 仿 野 生 种 植 灵 芝 不

仅没有破坏原有的森林植被，反而与

原 有 环 境 形 成 了 良 好 的 共 生 关 系 。

“林下仿野生种植灵芝，不与粮争田，

不与林争地，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增

收。看看这一茬灵芝，两三朵就能装

满一筐，品质都不错！”看着丰收的灵

芝，朗欧村党支部书记拉巴顿珠笑得

合 不 拢 嘴 。 一 天 的 忙 碌 ，收 获 了 800

余斤新鲜灵芝，加上第一茬采摘晾晒

而成的 500 斤干灵芝，今年的林下仿

野 生 种 植 灵 芝 能 给 朗 欧 村 群 众 带 来

超 10 万元的收入。

九月的山南洛扎，到处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在洛扎县第七个“中国农

民 丰 收 节 ”暨 秋 季 村 晚 系 列 活 动 现

场，县民间艺术团和峡谷乐队及行政

村 文 艺 演 出 队 倾 情 演 出 ，欢 快 的 舞

蹈 、悠 扬 的 歌 声 、幽 默 的 小 品 等 节 目

轮番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

彩 声 。 文 艺 演 出 中 还 穿 插 着 有 奖 知

识竞答，内容涵盖“三农”、人居环境

整 治 、乡 村 振 兴 等 知 识 ，竞 答 活 动 奖

品 丰 厚 ，吸 引 着 群 众 踊 跃 参 与 ，将 整

个 活 动 气 氛 推 向 了 高 潮 。 活 动 当 天

还开展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主题宣讲、涉农普法宣传活动、“优秀

农耕文化展示和现代装备成果”推广

等活动，不仅展示了洛扎县农业农村

发展的新成就，也激发了农民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金秋时节，青稞飘香。日喀则市

定 日 县 协 格 尔 镇 奶 色 姆 村 近 日 以

“促比武 展技能 庆丰收”为主题，开

展 收 割 青 稞 比 赛 ，庆 祝“ 第 七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到 来 。一大早，村民们

陆 续 来 到 田 边 ，参 赛 选 手 们 撸 起 袖

子，跃跃欲试。随着开赛令下，7 名选

手 迅 速 拉 响 便 携 式 收 割 机 ，向 着 饱

满 挺 立 的 青 稞 穗 走 去 …… 场 外 观 众

大 喊 加 油 、齐 声 助 威 ，场 内 选 手 你 追

我 赶 、奋 勇 争 先 ，勾 勒 出 一 幅 生 动 有

趣 、共 庆 丰 收 的 画 面 。 比 赛 结 束 后 ，

宣 讲 员 给 在 场 群 众 宣 讲 了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

神 ，解 读 党 的 惠 民 政 策 ，开 展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宣 传 教 育 ，让 党 的 声 音“ 飞 入

寻常百姓家”。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创新开展

“民族团结聚合力 志愿服务助秋收”

主题活动，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巾帼

志愿者等赴良曲乡萨玛村，帮助无劳

动力家庭抢收青稞，共同完成秋收面

积 2 亩，收获作物 1500 斤左右，把“为

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的同时，让农牧

民群众在秋收中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心和温暖。

图③：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

朗赛岭村青稞收获现场。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图②：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

乡农民在收获青稞。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图①：在 2024 年西藏“中国

农 民 丰 收 节 ”琼 结 县 主 会 场 开

幕 式 上 ，上 演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琼 结 久 河

卓舞”。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②② ③③

我区各地共绘多彩“丰”景

①①

本报拉萨9月22日讯（记者 桑邓旺

姆 曲珍）20 日下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新塔台正式投运，新塔台是我国国内高

高原塔台中建筑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

塔台。

据 悉 ，新 塔 台 工 程 总 投 资 9559 万

元，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开工建设，2024 年

6 月 27 日通过竣工验收。新建塔台及附

属用房总建筑面积 6004 平方米，地上 11

层。新塔台高度 55.6 米，满足视线角 0.8

度的要求，拥有更好的管制视线。设置

有塔台管制席、备份管制席、地面管制

席等 11个管制席位。

“新塔台集成了通信、导航、监视、

气 象 等 尖 端 技 术 ，新 增 空 管 CDM 系

统、数字空管集成系统、主备塔台管制

自动化系统等，设备国产化率高，有效

实现系统安全与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

高 度 自 动 化 和 智 能 化 ，大 幅 改 善 了 办

公 环 境 ，能 够 让 管 制 人 员 更 加 清 晰 地

掌 握 空 域 和 地 面 运 行 动 态 ，将 极 大 地

提 升 空 管 服 务 能 力 和 响 应 速 度 ，进 一

步提高机场运行保障能力和效率。”民

航西藏区局局长李洪说。

此外，新塔台与去年投入运营的第

二跑道相结合，通行效率将提升 28%，可

满足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未来年旅客吞

吐量 1200万人次的需求。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新塔台投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标语口号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刘俊涛是一名藏二代，在拉萨生活

了 50 多年。一口流利的藏语不仅提高

了下基层采访时的工作效率，也拉近了

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作为一名从业

三十载的新闻媒体人，刘俊涛始终牢记

职责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扎根采编一线，报道新闻、宣讲政

策、倾听民生、化解矛盾，采写了一批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报

道，获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采写

的新闻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

级奖项。

目前，刘俊涛担任《西藏青年报》编

辑部主任、西藏共青团新媒体中心负责

人，主要负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新闻

采编、内容设计、稿件审核等。2023 年

1 月，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政协第

十二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从西藏自治区两会报道者、见证

者再到参与者，身份的转变让我倍感自

豪，这对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的我来说，

这种身份的转变，既是一份荣誉，更是

一份责任。”刘俊涛说。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只有践行

“四力”脚踩泥土知民生，才能拿出好作

品、好产品，才能不断提高履职能力，进

一步强化思想舆论引领，同时高质量议

政建言。担任自治区政协委员以来，刘

俊涛就把媒体人的职业理想和政协委

员的使命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高

质量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积极为西藏的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福祉发声。

围绕加强西藏高校少先队学科建设、乡

村振兴等积极建言献策。同时运用自

身专长，通过新媒体小视频等方式，积

极讲好“政协故事”，让更多受众了解人

民政协，关注委员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的情况。

今年是刘俊涛作为政协委员履职

的第 2 年，他向政协全会提交了两份精

心准备的提案。

在准备提案时，刘俊涛深入共青团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各个部门，向青年工

作者了解情况、倾听意见、梳理材料。

（下转第二版）

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俊涛：

履职尽责 为发展进步鼓与呼
本报记者 央金 裴聪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 65 周年，

也是西藏政协成立 65 周年。65 年

来 ，西 藏 政 协 委 员 们 深 入 界 别 群

众，听民声、集民意、聚民智、解民

忧，为改革建言，为群众发声，交出

了一份份合格的履职答卷，彰显了

新 时 代 政 协 委 员 的 使 命 和 担 当 。

为充分展示西藏政协在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

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中的积极贡

献，展现政协委员的履职风采，记

录政协委员的履职心声，本报即日

起开设“政协委员风采”栏目，敬请

关注。

开栏的话

政协委员风采

今年是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

7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努力

把新疆班办得更有质量、更有成效，为新疆培养

造就更多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团 结 一 心 、锐 意 进 取 ，

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大

贡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木塔力甫·艾力曾两次在新疆班学

习，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70 年来，在新疆班‘精心滴灌’的培养下，一

大批毕业学员历经淬炼，成长为扎根边疆、奉献

边疆的骨干力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疆工作

的高度重视。”木塔力甫·艾力说，自己将始终牢

记在新疆班的所学所获，不断把理论知识转化为

服务各族群众的实践本领，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70 年来，新疆班始终伴随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步伐前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培养出一

批对党忠诚老实、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

矢志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疆班 70 年历程的高度肯定，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高红妮更加

明确了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下转第二版）

为建设大美新疆拼搏进取、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

创办70周年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凝聚奋进力量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