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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10月 11日讯（记者 王雨霏

见习记者 倪微静）11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

局举行重阳节茶话会暨全区离退休干部运

动会闭幕式。全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欢聚

一堂，共赏欢快歌舞，共迎重阳佳节。

活动在自治区老干部艺术团带来的

舞蹈《健康运动夕阳红》中拉开帷幕，参

加演出的老同志们个个精神焕发、神采

奕奕，他们用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歌

颂祖国繁荣昌盛、日新月异的光明前景，

展现新时代老干部多才多艺、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参加活动的离退休干部纷纷表示，

感谢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办的这次活

动，不但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愉悦了身心、锻炼了体魄。今后，将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自治区各项工作，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继续为西藏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级老干

部工作部门同志表示，将不断提高服务

管理水平，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干部各

项重点工作，切实把党中央、区党委的关

心关怀送到老干部的心坎上，不断增强

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 治 区 老 领 导 列 确 、向 巴 嘎 登 、嘎

玛、格桑次仁、巴桑顿珠、索达出席，区党

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七地

市委老干部局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举行重阳节茶话会
暨 全 区 离 退 休 干 部 运 动 会 闭 幕 式

本报拉萨10月 11日讯（记者 耿锐仙

见习记者 倪微静 扎西拉姆）11日，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西藏自治区宣讲会在拉萨召

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岩作宣

讲，自治区副主席郎福宽主持会议。

会 上 ，吴 岩 以“ 学 习 宣 传 全 国 教 育

大会精神，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

主题，以“深入落实民族复兴伟业先导

任务”为主线，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 记 在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结 合 对 当 前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加 速 演 进 和 教 育 内 外 部 环 境 深 刻 变

化 的 分 析 ，重 点 围 绕 为 什 么 要 建 设 教

育强国、建成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

建 成 教 育 强 国 三 个 问 题 ，作 了 全 面 系

统阐释和解读。

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全面系

统领会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强化责任担

当，高质量落实好教育强国、强区建设的

各项任务，为做好“四件大事”“四个创

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

力人才支撑。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西藏自治区宣讲会召开
吴岩宣讲 郎福宽主持

本报拉萨 10月 11日讯（记者 刘倩

茹 桑邓旺姆）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斯朗尼玛深入甘丹寺、楚布寺、乃

朗寺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自治

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调研“三个

意识”教育第三阶段工作推进情况，督

导寺庙维护稳定工作，听取寺庙管理工

作情况汇报。

斯朗尼玛强调，要把党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

重大决策部署与寺庙管理工作相结合，

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

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做到学

思践悟、实干笃行。要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融入寺庙管理工

作各方面，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创建进寺庙，大力普及推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要进一步加强寺庙文

物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整理西藏地方与

祖国关系史的鲜活史料，教育引导寺庙

僧尼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要巩固拓展宗教

界“三个意识”教育成果，依法管理宗教

事务，持续推进寺庙管理常态长效，稳

慎探索推动宗教变革，系统推进藏传佛

教中国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

期 间 ，斯 朗 尼 玛 慰 问 了 寺 管 会 干

部、宗教界代表人士，调研了寺庙文物

保护、消防安全等工作。

斯朗尼玛在甘丹寺、楚布寺、乃朗寺调研时强调

把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决策部署
与 寺 庙 管 理 工 作 相 结 合 做 到 学 思 践 悟 实 干 笃 行

近 日 ，西 藏 社 科 界 以“ 伟 大 的 成

就，辉煌的历程”为主题，召开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自

治区社科院（社科联）有关单位、自治

区党委党校、西藏大学共 12 名专家结

合自身专业和研究领域，围绕新中国

成立 75 年来的光辉历程和西藏民主

改革 65 年来的丰硕成果，进行了交流

发言。

西 藏 自 治 区 社 会 科 学 院 当 代 西

藏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何纲作了题

为《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以“四

个创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原新

华章》的发言。他表示，75 年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

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

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中国从温饱

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

繁荣富强，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

大奇迹。

西 藏 自 治 区 党 委 党 校 公 共 管 理

教研部副教授银兴作了题为《新中国

成 立 75 年 来 的 成 就 与 经 验》的 发

言。他表示，经过接续奋斗，西藏消

除 了 绝 对 贫 困 ，在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举世

瞩目的成就，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

部 分 西 方 政 客 、学 者 戴 着“ 关 心 ”西

藏的面具，对新中国西藏建设的蓄意

歪曲。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泽旺仁真作了题

为《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成就》的发言。他说，西藏优秀传统文

化是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勤劳智慧的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并且通过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变得更加丰富多

彩 。 1951 年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尤 其 是

1959 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之后，彻底

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

藏各族人民携手共进，继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共同促进经济、文化、教育

等各项事业，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西 藏 大 学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副 教

授 庞 洪 伟 作 了 题 为《新 中 国 成 立 75

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取得的辉煌成就》

的发言。他表示，75 年来，西藏在经

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

开国家的支持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

同努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

已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发展

道路。

西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朗杰

扎西作了题为《汉藏语言研究的历程

及语言接触与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发

言。他提出，语言接触是常见的语言

现象，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

体体现，从语言接触中可以看到民族

交流的主体和交流的程度。通过研究

语言接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

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历史，促进

跨文化理解和尊重，从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文

令作了题为《新中国 75 年辉煌成就在

西藏的生动体现》的发言。他认为，如

今的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共同富裕

程度显著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广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活力，公

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

铸牢，民族团结进步持续巩固，宗教信

仰自由充分保障，藏传佛教活动健康

有序，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这些成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

伟大胜利。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政法教研部

讲师刘文珍作了题为《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西藏取得的伟

大成就》的发言。他说，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统一战线、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在西藏全面贯彻落实，西藏民主政治

建设迈出新步伐，有效保障各族人民

享有当家作主权利，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进步。

西 藏 自 治 区 社 会 科 学 院 宗 教 研

究 所 副 所 长 、副 研 究 员 次 仁 德 吉 作

了题为《雪域高原新辉：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西藏宗教工作的成就与党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的 经 验》的 发 言 。 她 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立足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

全 面 贯 彻 中 央 第 六 次 、第 七 次 西 藏

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全国宗教工作会

议 精 神 ，全 面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宗教工

作 方 针 政 策 ，全 面 加 强 党 对 宗 教 工

作 的 领 导 ，明 确 西 藏 宗 教 工 作 目 标

任务，以“五个有利于”为标准，坚持

宗 教 中 国 化 方 向 不 动 摇 ，全 面 依 法

加 强 宗 教 事 务 管 理 ，不 断 健 全 寺 庙

管 理 长 效 机 制 ，教 育 引 导 信 教 群 众

理 性 对 待 宗 教 ，宗 教 工 作 取 得 了 历

史性成就。

西 藏 大 学 财 经 学 院 讲 师 王 亮 作

了题为《七十五载筑辉煌，高原大地

谱华章》的发言。他提出，西藏的发

展 始 终 同 伟 大 祖 国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

75 年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无私支援下，西藏发展进

入了“快车道”，实现了“短短几十年，

跨越上千年”的奇迹。如今，一个边

疆稳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民安

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呈现在世

人面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越性。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劲作了题为《新

中国成立 75年来西藏边境贸易成就概

述》的发言。他表示，新中国成立 75年

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与周边

国家地区的经济交流取得巨大的成

就，表现在边境贸易进出口交易额大

幅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及边境口岸建

设等诸多方面。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清哲作了题为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西藏现代化产业

发展历程》的发言。他提到，短短 75

年，西藏从封建农奴社会跨越到社会

主义社会，产业从落后的原始传统农

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发展为具有西

藏特点的现代产业。西藏具有现代意

义的产业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

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符合西藏实

际和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体

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关系日趋和谐。

西 藏 自 治 区 社 会 科 学 院 南 亚 研

究 所 助 理 研 究 员 张 江 洪 作 了 题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西 藏 边 境 地 区 的

政 策 演 进 及 发 展 成 就》的 发 言 。 他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 发 展 思 想 ，站 在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战 略 高 度 ，着 眼 于 西 藏 同

全 国 一 道 实 现 全 面 小 康 和 现 代 化 ，

高 度 重 视 西 藏 发 展 ，亲 切 关 怀 西 藏

人 民 ，西 藏 边 境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边防巩固、边境安

全、边民幸福。

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院长，自治区社科联主席李小宁在总

结时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把政治意识摆在首位，始终坚持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舆 论 导 向 和 价 值 取

向，以坚定的政治信念、清醒的理论

自觉、科学的思维方法，深刻认识到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人民迈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

程 ，西 藏 实 现“ 一 越 跨 千 年 ”的 历 史

巨变；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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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担 起“ 举 旗 帜 、聚 民 心 、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

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努力多出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

果，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应有的新贡献。

伟大的成就 辉煌的历程
—西藏社科界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座谈会综述

徐盼盼

（紧接第一版）希望受表彰的模范集

体 和 模 范 个 人 珍 惜 荣 誉 ，切 实 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亲 切 关 怀 转 化 为 强 大

动力，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发挥示范

带 头 作 用 ，立 足 本 职 、再 接 再 厉 ，为

西 藏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出 更

大贡献。

王君正强调，民族工作是党和国

家 治 国 理 政 的 重 要 内 容 。 要 坚 持 党

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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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贯

彻党的民族政策，不断推进民族团结

进 步 事 业 ，加 快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建

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 的 正 确 道 路 。 要 着 力 构 筑 中 华 民

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四史”教育、西藏地方和

祖国关系史教育，用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全社会讲

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传递民族团结

进步正能量，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

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

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

结。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结

合对口援藏工作、西藏班办学、旅游

经商等，积极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

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做到平

常，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要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

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

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方式方法，站在群众立

场思考问题，带着感情办好群众关心

的事情，想方设法增加群众收入，更

好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努 力 推 动 各 民 族 共 同 富 裕 。 要 发 挥

典 型 引 路 作 用 ，培 养 和 选 树 更 多 可

亲、可信、可敬的民族团结典型，大力

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感人事迹，

让各族群众学有标杆、做有榜样，在

全社会形成崇尚模范、学习模范、争

当模范的浓厚氛围，汇聚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合力。

边 巴 、强 巴 扎 西 、土 旦 次 仁 、帕

确·格松尼玛、宋玉刚、何伟、姬璞等

模 范 集 体 代 表 和 模 范 个 人 作 了 交 流

发言。

（紧接第一版）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社

会 主 义 事 业 具 有 重 要 指 导 意 义 ，

对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

社会也具有重大价值。越中是山

水 相 连 的 社 会 主 义 邻 邦 ，越 南 十

分珍视中方在越民族独立解放时

期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向越方

提 供 的 宝 贵 支 持 ，一 贯 将 发 展 对

华关系作为越总体外交的客观需

要 、战 略 选 择 和 头 等 优 先 。 当 前

两 党 两 国 关 系 发 展 强 劲 ，越 南 将

继续同中方一道落实好近年来两

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

识 ，进 一 步 加 强 两 党 两 国 关 系 ，

促进各领域各方面交往合作走深

走 实 ，更 好 管 控 解 决 分 歧 ，巩 固

和 深 化“ 同 志 加 兄 弟 ”的 精 神 ，推

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

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

成就。

蔡奇、王毅参加会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

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一张小小的照片，体现基层服务

的细节，传递“家”的温暖。近日，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驻亚东县帕里镇四社

区工作队为社区 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

一项新服务——免费拍照，为他们留

存幸福瞬间。

图为老人们在帕里镇四社区“祖

国扎西德勒”打卡点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美
好
社
区

幸
福
家
园 （紧接第一版）他激动地说，“迄今为止，

我已出版了 4 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并在各

大媒体发表文章，向西方介绍一个不断

进步的真实中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
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

运与共。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提出三点主

张：以“同球共济”的精神，凝聚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以合作共赢的理

念，汇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

力；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

“习近平主席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行了系统阐述，告诉我们如何努力创造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爱尔兰前总理、国际行动

理事会联席主席伯蒂·埃亨说，从经济腾飞

到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贡献，中国的崛起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国秉

承合作共赢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绿

色转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中

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担当。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会长马吉

德对习近平主席讲的“同球共济”深有感

触。他说，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能源

危机、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失衡等种种挑

战。中国采取了诸多措施、提出了各种方

案来促进交流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通过加强对话、创新和联

通，马中可以实现共同繁荣。

现场聆听习近平主席讲话，日本松山

芭蕾舞团总代表清水哲太郎、团长森下洋

子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文化的交融是联

通人心的桥梁，具有影响国家和人民间相

互关系的深远力量。日中同处东亚，人文

相近，民众对于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理

念都非常熟悉。希望共通的文化基础为

两国合作提供更多推动力和润滑剂。

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

集体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对各国朋

友提出殷切希望——共同做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

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和人民友

好事业的传承者。

1985 年，在河北正定工作的习近平

率团考察素有“美国粮仓”之称的艾奥瓦

州 ，书 写 下 同 当 地 人 民 交 往 的 友 谊 佳

话 。 美 国 艾 奥 瓦 州 友 好 委 员 会 董 事 卢

卡·贝隆说：“习近平主席多年以来一直

推动中美人民友好，去年又宣布中方未

来 5年愿邀请 5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

流学习。过去 8 个月，艾奥瓦州有 200 多

名孩子到中国交流，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非常有益的经历。”

1992 年在福建任职时，习近平邀请

已故美国教授加德纳的夫人访问鼓岭，

完成了加德纳重回鼓岭的心愿。此次见

到习近平主席，长期从事美中民间友好

事业的美国“鼓岭之友”召集人穆言灵

说：“鼓岭的历史告诉我们，来自不同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人民可以建立友谊并代

代 相 传 。 要 在 人 们 心 中 播 下 友 谊 的 种

子，然后开花结果。”

泰国前国会主席颇钦说，近年来，泰

中两国学生赴彼此国家留学，拉紧了彼

此友谊纽带。中国提出的倡议助力泰国

同世界进一步联通，并且支持了泰国的

经济发展。未来，将聚焦贸易、文化艺

术、青年交流等领域，促进民心相通，增

进相互理解。“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民间

外交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可以让各国团

结起来的强大力量。”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

说，全国对外友协 70 年的发展历程，充

分展现出人民友谊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

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与各国友好

人士携手同行，以天下之利为利，以人民

之心为心，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向

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砥砺

前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