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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信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

学生代表：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以

大 赛 为 平 台 ，用 在 课 堂 和 实 验 室

学 到 的 知 识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在 创

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在互学

互 鉴 中 增 进 中 外 青 年 的 友 谊 ，这

很有意义。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年

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希望你们

弘 扬 科 学 精 神 ，积 极 投 身 科 技 创

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

技进步贡献青春力量。全社会都

要关心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营造良

好创新创业氛围，让广大青年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更好展

现才华。

习近平

2024年 10月 1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参赛学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

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以大赛为平台，

用在课堂和实验室学到的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在创新实践中增本领、长才干，

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中外青年的友谊，这

很有意义。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

泉，青年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希望你

们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

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

献青春力量。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

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让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

地中更好展现才华。（回信全文另发）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由教育

部联合有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旨在为中外大学生创新创业、交流

合作提供平台。今年的大赛共吸引 153

个国家和地区 2000 多万名大学生参加，

其中国际学生近 4 万名，总决赛已在上

海举行。近日，25 名参赛学生代表给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写 信 ，汇 报 参 赛 的 心 得 体

会，表达投身创新实践、勇担时代使命

的决心。

本报拉萨 10 月 17 日讯（记 者 张

尚华 张黎黎）16 日至 17 日，甘肃省党

政代表团来藏考察。17 日上午，西藏·
甘肃工作座谈会在拉萨举行，西藏自

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甘肃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升出席座谈会

并讲话。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

鹤，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江分别介绍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王 君 正 代 表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对

甘 肃 省 党 政 代 表 团 来 藏 考 察 表 示 欢

迎，向甘肃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

支 持 表 示 感 谢 。 他 说 ，甘 肃 省 委 、省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担 当 作 为 、

实 干 争 先 ，大 力 推 进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全 力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展 现

出广阔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西藏与

甘肃共同承担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 的 历 史 使 命 ，协 作 空 间 广 阔 ，发 展

潜力巨大。西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 发 的 决 策 部 署 和 国 家 重 大 发 展 战

略，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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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习 甘 肃 的 好 经 验 好 做 法 ，深 化

交 流 合 作 ，提 升 合 作 质 效 ，共 同 推 动

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开 展 宽 领 域 、多 层

次的文化和人文交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文化家园。

（下转第二版）

西藏·甘肃工作座谈会在拉萨举行

深 化 两 省 区 交 流 合 作 促 进 两 省 区 共 同 发 展
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王君正胡昌升讲话 任振鹤刘江出席

10 月 16 日至 17 日，甘肃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这是在藏期间，甘肃省党

政代表团考察西藏奇正青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10 月 16 日至 17 日，甘肃省党政代表团来藏考察。17 日上午，西藏·甘肃工

作座谈会在拉萨举行。这是座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本报狮泉河 10月 17日电（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近

年来，阿里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快速发展，游客接待量和

旅游收入持续增长，旅游经营主体稳步扩大，文旅产品

业态初步健全，文旅产业培育发展取得良好成效。数据

显示，2024 年 1 至 9 月，阿里地区共接待游客 207.96 万人

次，游客总花费 20.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4%、27.6%。

阿里地区全力推进冈仁波齐—玛旁雍错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推进阿里地区 A 级旅游景区创建。

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总投资 1.18 亿元的 5

个“十四五”项目年内均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智慧旅游平

台建设项目将于年底前投入运营。成功举办 2024 年西

藏阿里地区（首届）旅游商品大赛和“金奖进阿里”优秀

旅游商品系列展览，引导本地文创公司设计完成 237 种

文创产品。制定出台奖励办法引进市场主体，年内将新

增 4 家旅行社、1 家三星级饭店。旅游协会文创商品分

会、象雄文化协会相继成立，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阿里地区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切实做好“古格

遗址”申报考古公园前期筹备工作，古格王国都城遗址

本体保护等 4 个项目已获得国家文物局立项审批。扎实

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三普”复查

236 处，调查登记新发现文物点 210 处。圆满完成第三批

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工作，39 个项目、34 名代表性传承人列入地区级非遗

名录；精品文艺作品迭出，情景歌舞诗《党的光辉照边疆

阿里人民心向党》《缘起象雄·古格遗风》分别荣获首届、

第二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格桑花大奖和单项双奖。举办

三场“探秘象雄古韵·畅游天上阿里”文旅推介专题文艺

晚会，组织特色广场锅庄舞活动并进行线上直播，进一

步增强游客体验感。开展地区和七县文艺团体进景区

活动 160 余场，打造《梦回古格》情景剧、舞蹈《天边牧

人》、宣舞《扎西央恰》等景区文艺演出品牌，实现“文艺+

旅游”双向奔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宣传标语

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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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技艺焕发新彩，塔巴陶艺—

从非遗技艺到“颜值好物”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山南市错那市麻麻门巴民族乡地处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勒布沟，是门巴族

的聚居地之一。近年来，在党的惠民政

策支持下，生活在这里的门巴族、藏族、

汉族等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

荣发展，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

建设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麻麻门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土旦

次仁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作为门巴族干部，土旦次仁深知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对他

来说，民族团结是巡边路上一趟趟的身

体 力 行 ，是 田 间 地 头 一 遍 遍 的 言 传 身

教，是紧急关头一次次的挺身而出，是

美丽乡村建设中一幕幕的奋勇争先。

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工作中，土旦次仁深入农户、田间地头

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西藏自治区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山南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铸牢中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的 决 定》等 100 余 场

次。他用好门巴民俗文化陈列馆等红

色教育阵地，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延伸到村居、学校、部队、企业、景区、家

庭，还邀请老党员向大家讲述新旧西藏

对比，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

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

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土旦次仁接过父

辈们巡边守边的“接力棒”，团结带领护

边员队伍守土固边。

（下转第三版）

错那市麻麻门巴民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土旦次仁：

民族团结，就在一言一行
本报记者 汪纯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沿 318 国道，出拉萨以东 70 余公

里，是素有“天边之乡”美名的墨竹工

卡县。这里还有一枚西藏人尽皆知的

标签——塔巴陶艺，是第一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走进制陶工作间，师傅们三三两两

盘腿围坐，或在转盘前拉坯塑形，或为

陶坯雕刻花纹。拍器底，安口沿、器嘴、

器柄，雕纹饰……一套工序下来，手中

的工具随形而动，陶坯成器，一块块不

起眼的陶土在匠人的手中有了新的模

样。

陶器在高原人的生活中一直扮演

着重要角色，烹煮、储粮、饮酒、盛食、

点灯……日日不可缺。

塔巴陶艺所需的原材料取自墨竹

工卡县的扎西岗乡和工卡镇。千百年

来，那些被叫作“干巴”的红土和“才

嘎”的石英粗沙，被石锤砸碎过筛，制

成陶泥，再经过匠人的手塑造成各种

器具。因工艺繁杂、质地细腻、外形精

美、保温时间长，塔巴陶器一直被西藏

人视为陶器中的上品。

传统的塔巴陶器主要以藏式用具

为主，包括日常生活必备的锅碗瓢盆、

茶杯茶壶等实用器物，还有酥油罐、香

炉等特色鲜明的工艺品，风格迥异、形

态万千。随着时间推移，陶艺制作品

种已从 18个发展为 45个。

制陶过程颇为复杂，图案、形态、

样式均纯手工完成。制作的技巧心得

皆是一代代口耳相传，因此对手艺人

要求颇高，学到多少全凭耐心和领悟，

每位手艺人擅长的方面也各不相同。

以一套藏式茶壶为例，光是粗略

的工序就有 8 道，细究下来更是繁多，

制作时间长达半月。有限的产量，也

让塔巴陶器更显珍贵。在西藏，逢年

过节藏族群众喜欢买上一套精致的塔

巴陶器，遇贵客到来或者重要时刻，主

人家就会拿出来使用。

而今，传统技艺焕发新生。

2019 年，得益江苏援藏工作队的

帮助，通过招商引资，塔巴陶艺获得南

京陶瓷制作技艺和销售渠道支持，塔

巴陶瓷合作社开始积极研发新品，探

索更广阔的市场； （下转第二版）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年

是创新的重要生力军。”近日，习近

平总书记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广大

参赛学生和社会各界倍感振奋。大

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努力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

技创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

科技进步持续贡献力量。

黄浦江畔，创新潮涌。就在不

久 前 ，中 国 国 际 大 学 生 创 新 大 赛

（2024）总决赛在上海举办。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 153 个国

家和地区 2000 多万名大学生参加。

参赛学生用自己的创新创造，书写

灿烂的青春华章。

第 一 时 间 学 习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回信，荣获今年大赛冠军的“哪

吒—— 全 球 首 个‘ 海 空 一 体 ’跨 域

航行器平台”项目负责人、上海交

通 大 学 海 洋 学 院 学 生 吕 晨 昕 十 分

激动。 （下转第三版）

为推动科技进步努力贡献青年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参赛学生代表的回信凝聚科技创新的青春力量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