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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1 日讯（记者 冯

骥 卢文静）满 心 中 国 红 、拳 拳 爱 国

情。10 月 1 日上午，我区举行庄严的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自治区

党政军领导与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

表，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的主旋律，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

昌盛，祝福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节日的布达拉宫广场花团锦簇，

处 处 洋 溢 着 浓 浓 的 欢 乐 喜 庆 气 氛 。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的标语格外醒目。上午 10 时许，升

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

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

伐，庄严地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

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伴随

着 雄 壮 激 昂 的 国 歌 ，升 旗 手 振 臂 一

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

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深情凝望

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

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

飘扬的旗帜就是前进的方向，嘹

亮的歌声就是奋进的号角。大家一致

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

党 的 治 藏 方 略 ，按 照 区 党 委 工 作 要

求，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成就梦

想 ，奋 力 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西 藏 篇

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参加仪式的有：自治区省军级领

导同志，区（中）直单位和拉萨市干部

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

休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

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 升 国 旗 、唱 国 歌 ”仪 式 在 拉 萨 举 行

本报拉萨10月 1日讯（记者 拉巴桑

姆）记者日前了解到，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电视剧展

播活动重点剧目《日光之城》正式定档

10 月 2 日，届时 CCTV-1 黄金档，芒果

TV、腾讯视频同步开播，湖南卫视、江苏

卫视、西藏卫视将联合播出。

《日光之城》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重 点 扶 持 剧 目 ，由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宣 传

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

摄制，中央电视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芒果 TV 等创作出品。该剧主要讲述以

索朗为代表的 6 位年轻人在西藏这片热

土上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

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展现西藏人民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呈现在

西藏的发展进步中各民族不断凝聚的

团结友爱之情。

据介绍，《日光之城》将西藏青年积

极向上、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艺术形

象 传 递 至 观 众 面 前 ，展 现 一 个 更 加 开

放、包容、自信、发展的新时代西藏形

象，体现西藏大地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伟大进程。

本报拉萨 10月 1日讯（记者 李梅英 见习记

者 王佳琦 冯琳琳）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布西藏全面启动加力支持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此项工作将持

续至 12月 31日。

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长江介绍，国

家综合考虑西藏地区常驻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

因素，特别安排了 5 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同时自治区财政也配套了 2632 万元资金，共同支

持西藏的汽车报废更新、家用乘用车置换更新、

家电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以及高原炊具

产品以旧换新等工作。

9 月 19 日，我区印发《西藏自治区关于加力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实施

方案》，明确安排 2105 万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

废更新；1979 万元支持新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

池 更 新 ；1.0526 亿 元 用 于 支 持 汽 车 报 废 更 新 ；

1.579 亿元用于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526 万元

用于支持电动车以旧换新；6443 万元支持高原

炊具产品以旧换新；4737 万元支持家装产品改

造换新。

据赵长江介绍，西藏在国家支持领域的基础

上，还扩充了高原多功能系列烹饪炊具以旧换新

的支持范围。同时，由于我区暂无老旧营运船舶

报废更新需求，且既有渠道资金能充分满足农机

购置与应用补贴，因此，减少了国家支持领域的

“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和“提高农业机械报废

更新补贴标准”。

（下转第二版）

国家安排5亿元资金 自治区财政配套2632万元

我区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75周年华诞。这 75年，在

中华文明浩瀚的“时间历史”中，注定是一段壮丽的

“历史时间”。

对于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邃的思考和深

刻的自觉：以大时间观思考过去现在未来，于长时

间轴谋划治国理政，用辩证法把握运用时间，将宝

贵时间献给祖国和人民……

时光无言，映照赤诚初心，绘就恢宏史诗。

（一）“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
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北京中轴线，犹如一条历史之脊纵贯古今，天

安门广场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

1949 年 9 月 30 日，开国大典前一天，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2014 年 8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纪念碑奠基日确定为人民

共和国的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会来到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拾级而上，

沿着基座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仿佛凝固的时间——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

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

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的目光，

那些慨然前行的身躯，清晰刻画出一个伟大民族百

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

历史，并非直线匀速行进的时间过程。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日子里，

“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

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中国人民

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

天地转，光阴迫。天翻地覆慨而慷。

30 多年前，在《摆脱贫困》的《跋》中，习近平同

志这样写道：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

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

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

想和行动。”

“尽短时间”，“尽短时间”……从中，我们不难

读出一种追赶时间的“紧迫感、时代感”。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考量——

2012 年 11 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

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

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驻足于时间的长卷，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梦”

点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主题。这一响亮的

宣示，极大激发了人们创造历史伟业的主动精神。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

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

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动人力量——

2016 年盛夏，贺兰山畔。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

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员工们涌到高高的作业平台上，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热情洋溢，感人至深。

总书记触景生情，对大家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

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

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历史的厚度，决定了攀登的高度。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意涵——

2024年金秋，秦岭脚下，高台门阙式的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气势恢宏。

博物院内，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沿着玻璃展柜缓缓

环绕一周，久久注视。

何以中国？

三千多年前，“中国”镌刻于何尊内底；三千多年后，“中国”镌刻在每一个华夏儿

女的心底，成为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这就是时间感呐！”小兴安岭深处，久久仰望一棵擎天红松，习近平总书记感叹道。

湘江之畔，广西毛竹山村 800 多年的酸枣树，他看了又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

的树，都有敬畏之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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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

首部当代西藏都市题材电视剧《日光之城》今起播出

西藏自治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团 结 凝 聚 力 量 ，奋 斗 铸 就 伟 业 ！

载歌载舞颂盛世，同心同德谱华章。

10 月 1 日，迎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华诞。从布达

拉宫到珠峰脚下，五星红旗迎着清晨的阳光，在雪域

高原各地冉冉升起。西藏各地各部门举办丰富多彩

的活动，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氛围，各族群众脸上挂着

幸福明媚的笑容。

在拉萨，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 10月 1日上午举行。数千名各族

干部群众和游客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在雄壮激昂的国歌

声中，共同见证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手中的

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张张充满幸福的笑脸，表达着对伟

大祖国的深切祝福。居住在拉萨市城关区鲁固社区的

74 岁老人次仁，每年国庆节当天都会早早地在自家门

前挂起国旗，然后到布达拉宫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他

说：“每次的心情都非常激动，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

10 月 1 日上午，阿里地区在象雄文化广场举行“升

国旗·唱国歌”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美好

的祝福。现场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祝

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我的

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总有一股暖流涌过心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

我会把爱国情怀传递给下一代，鼓励他们为祖国的未

来努力奋斗。”阿里地区退休干部日利感慨地说。

（下转第二版）

左图：10 月 1 日，自

治 区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成立 75周年“升国

旗 、唱 国 歌 ”仪 式 在 布

达 拉 宫 广 场 举 行 。 这

是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文风 潘

多 摄

盛 世 庆 华 诞
深 情 满 高 原

——我区各族群众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本报记者 刘倩茹 刘斯宇 永青 万慧

上图：10 月 1 日，山南市曲松县曲松镇贡堆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摄

左图：10 月 1 日上午，“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文艺演出在

拉萨市宗角禄康公园举行。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下图：喜迎国庆，装扮一新的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县城。

本报记者 唐斌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摄

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