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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24 日讯（记者 王

雨霏）23 日下午，区党委常委、自治区

常务副主席嘎玛泽登主持召开分管领

域工作推进会，总结前三季度工作，盘

点指标任务进度，部署四季度冲刺任

务，谋划布局明年重点工作。

嘎玛泽登指出，第四季度既是今

年各项工作“大阅兵”的盘点阶段，也

是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节点和收

官阶段。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对标对表区党委经济工

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既定的目标

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主动作为、

靠前指挥，突出重点目标、重点项目、

重点指标，盯紧预算支出进度，强化督

导检查和定期调度，攻克难点堵点，突

破瓶颈制约，争分夺秒抢时间赶进度，

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嘎玛泽登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全面

精准把握工业信息、生态环境、林草、通

信等各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研

究新情况，注重解决新问题，积极探索

新机制，不断推动工作上新台阶。要提

前谋划明年工作，突出工作重点，坚持

项目引领，科学确定年度目标任务，认

真做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和“十五

五”规划谋篇布局，持续夯实基础支撑，

抓实制度机制和改革创新，强化部门协

同，坚守底线红线，为明年工作起好步、

开好头打牢坚实基础。

嘎玛泽登在分管领域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坚 定 信 心 全 力 冲 刺
坚 决 完 成 全 年 工 作 任 务

10 月 22 日上午，全区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大会在拉萨召开。我区广大干

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收听收看会议新

闻，学习领会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

示，要立足特色优势，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理清发展思路，突出融合发展，

打造文旅新业态，培育特色精品，进一

步扩大开放，推动全区文化旅游产业

蓬勃发展。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会上指

出，“要坚持特色是本，打造独具特色

的文旅产品；坚持文化是灵魂，把文化

渗入旅游全产业链；坚持市场是导向，

打造品牌、惠及群众、吸引游客，切实

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

有机统一。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融合发展，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链、

价值链不断延伸。围绕培植特色、品

牌和龙头，突出重点、以

点 带 面 ，打 造 重 点 旅 游

景 区 、策 划 精 品 旅 游 线

路、辐射带动周边旅游，

加快形成产业空间新格

局。”这为我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明确

了思路。

自 治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相 关 负 责

人说：“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

召开，为推动西藏文化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提振了信心、注入了动力。没

有文化，旅游就没有灵魂；没有旅游，

文化就没有活力。为破解发展难题，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开展‘冬游西藏’活动，出台系列优惠

政策，为广大游客献上富有民族特色

的文旅盛宴，以吸引游客在冬季进藏

旅游，推动构建西藏旅游‘淡季不淡、

旺季更旺’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今

后，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文化内涵，提

升旅游品质，进一步打造文旅新品牌、

新业态，努力把西藏文化旅游产业做

大做强。”

“大会更加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米林市文旅局副局长龚晓川

告诉记者，“此次大会的召开，为全区各

地打造高质量旅游景点、提升旅游服务

设施、优化旅游产品供给、强化旅游市

场监管、积极宣传推介特色旅游项目提

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米林市文旅局

将充分结合本地峡谷风光、藏药文化、

珞巴民俗等特色资源，抓重点景区、抓

基础设施、抓服务体验，努力补齐短板，

增强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是个

鼓舞士气的大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

心。”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文旅局相关负

责人兴奋地表示，“作为‘药王故里 藏

戏之乡’的堆龙德庆区将继续深耕文化

旅游资源，致力于品牌塑造和产业升

级。同时，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着力

提升旅游品质。在此基础上，注重与周

边地区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

游线路和产品。未来，我们将推出更多

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活动，丰富游客的

文化体验。”

“ 琼 结 县 虽 然 属 于 全 区 十 个 面 积

最 小 县 城 之 一 ，可 是 我 们 县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灿 烂 ，自 然 景 观 也 不 亚 于 其

他 县 城 。”山 南 市 琼 结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旦增卓玛表示，“下

一步，琼结县文旅系统将会把大会精

神贯彻到全县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

主动探索和分析当前本县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结合县

域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

力探索新形势下推动琼结文化旅游发

展的新引擎，形成科学有效的工作机

制 ，积 极 推 进 乡 村 数 字 文 化 建 设 ，将

全县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通过数字化

整合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游，把县域游

与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紧 密 结 合 ，打 造‘ 小

而 精 ’‘ 小 而 美 ’的 县 域 游 新 业 态 ，让

县域与乡村结出文旅“新果实”，切实

把琼结建设成为让外界了解西藏雅砻

文化的主窗口。”

融合发力 打造文旅新业态
—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刘倩茹 刘枫 拉巴桑姆 丹增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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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拉萨 10 月 24 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24 日上午，西藏政协理论研

究 会 第 二 届 理 事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暨 庆

祝西藏政协成立 65 周年理论研讨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成 立 75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和 党 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六

次全会精神。

会议听取了西藏政协理论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 2024 年工作报告；表彰

了 2023—2024 年度西藏政协理论研讨

优秀论文，受表彰优秀代表作交流发

言；根据《西藏政协理论研究会章程》

规定，选举西藏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二

届理事会秘书长；3 位与会代表围绕

“发挥人民政协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中的优势”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审议

通过其他人事事项。

会议要求，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

党赋予人民政协的使命任务，增强做

好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牢理

论研究的根和魂，始终坚持性质定位，

突出研究重点，以高质量理论研究助

推西藏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改

革创新，发挥优势作用，不断开创政协

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

西藏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暨庆祝西藏政协成立 65 周年理论研讨会召开

从日喀则市出发，沿着 318 国道，一路向

西。翻过高山，穿过田野，由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跨越

山海 格桑花开——乘着大巴看中国·西藏

行”大型融媒体活动一行走进聂拉木县。

聂拉木县地处日喀则市西南部，喜马拉

雅山脉北麓，与尼泊尔毗邻，是国道 318 线

经过的最后一个县城。这里除了拥有“西藏

小香港”美誉的樟木镇之外，最为人熟知的

当属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以及日喀

则市最大的湖泊——佩枯错。

佩枯错湖面辽阔，湖水清澈湛蓝，三面

环绕着雪山，其中希夏邦马峰就屹立在湖

泊的南侧。皑皑白雪与湛蓝的湖水相映成

趣，野马、藏野驴、藏羚羊等珍稀动物在湖

岸草原上奔跑觅食，各种鸟类在湖面嬉戏

翱翔……构成了一幅壮丽的高原山水画卷。

为了一睹绝美景色，22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直播组走进了聂拉木县波绒乡拉普村。

随着聂拉木县文旅推荐官多吉的出场，直播

活动正式开始，现场嘉宾与网友们一同观赏

独具风情的“乃龙甲谐”歌舞，体验拉普村网

红打卡点。

直播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外籍记者王

慕林显得格外兴奋，他感慨道：“这里的美景

让我想起地中海的景色，但是那里没有雪

山，佩枯错的景色更让人震撼！”

“对我来说，今天是眼睛和心灵的一场

治愈之旅，但遗憾的是直播时间太短，没法

向观看直播的网友全面介绍拉普村的人文

和生态之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

笑舒说。

“为了追寻原生态的纯粹与安宁，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来拉普村旅游打卡。”多吉介

绍，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旅游服务，拉普村建

设 了 观 景 台 、停 车 场 、旅 游 厕 所 等 基 础 设

施。同时，积极鼓励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发展农家乐、特色手工艺品

等旅游产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拉普村村民拥珠次旺从家中腾出一间房，以每个床位不到 50 元的价

格开起了民宿，“今年国庆假期，有 3000 多元的收入，以后我们将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让游客真正爱上这里。”

旅游产业兴，地方经济旺。今年以来，日喀则市依托丰富旅游资源

优势，深入开展旅游宣传推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旅游惠民活动、

招商引资、跨境旅游等各种举措，全力推动日喀则市旅游事业高质量发

展。上半年，日喀则市共接待游客 451.1 万人次、同期增长 23.32%，旅游

收入 24.5亿元、同期增长 19.26%。

同时，日喀则市始终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探

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大力实施国

土绿化工程，多措并举推动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今年，日喀则市全方位积极推动高地创建 31 项任务、150 条措

施。投入 57.71 亿元，大力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

施、水土保持等 35个重点项目。

走进社区课堂

绽放银龄风采

为 丰 富 社 区 老 年 人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提高老年人群体的文化素养和生活

品质，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尼卓林社区依

托便民服务中心，与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建立资源链接开设的“老年大学·社区课

堂”第二期课程开班，让社区老人在这里

绽放银龄风采。

据 了 解 ，第 二 期“ 老 年 大 学·社 区 课

堂”的课程主要围绕西藏传统歌舞“朗玛

堆谐”进行教学，每周安排两天的课程，为

期一个月。

图为老人们在学习舞蹈动作。

本报记者 央金卓玛 摄

﹃
乘
着
大
巴
看
中
国
·
西
藏
行
﹄
融
媒
体
活
动
推
介
聂
拉
木
县

看
见
雪
山
湖
水

一
场
治
愈
之
旅

本
报
记
者
旦
增
嘎
瓦

杨
子
彦

扎
西
顿
珠

（紧接第一版）希望吉思德一行在西藏

多走走、多看看，深入全面了解西藏，

亲身体验西藏的发展繁荣，把自己看

到、了解到的美丽、繁荣、开放、进步的

西藏，全面、客观、公正地介绍给澳大

利亚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陈永奇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

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澳关系呈现持续

改善和发展势头。今年是习近平主席

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和中澳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李强总理

今年 6 月成功访问澳大利亚，为中澳关

系改善发展进一步注入强劲动力。中

国西藏自治区将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

外方针政策，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合作共识，持续推动同澳方友好交

往和互利合作，为推动构建更加成熟

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作出西藏应有贡献。

吉思德感谢中国西藏自治区的热

情接待，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有关澳

中关系的政策，表示此访有助于增进

澳方对西藏各领域发展情况的了解，

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到访西藏。

陈永奇会见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

本报拉萨10月 24日讯（记者 耿锐

仙 实习生 沈雨秋）24日，由中国西藏信

息中心、西藏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主

办，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技师学

院承办的传承弘扬“两路”精神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今年是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

70 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两路”

建成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明确

提出弘扬“两路”精神 10 周年。伴随沿

线区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筑路、养

路、护路过程中孕育形成、传承发展的

“两路”精神，被不断赋予符合时代发

展特征的内涵价值，展示了中华民族

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精神品格。西

藏是“两路”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大力

弘扬“两路”精神，对西藏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开幕式上，与会人员向基层养路

护路代表敬献哈达，表达对“两路”精

神践行者的敬意与感谢。会议期间，

与会人员还观摩了西藏技师学院的发

展变化。

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老一辈筑

路英雄的英勇事迹和奉献精神、“两路”

精神的内涵和精神力量、“两路”精神的

传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意义等议题，交流分享了大力弘扬

“两路”精神对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效，以及传承“两路”精神的新

方法、新路径。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两路”精神

系列学习研讨会的第三场，前两场分

别为四川分会和青海分会，已于 6 月 13

日、7月 10日分别在成都、西宁举办。

传 承 弘 扬“ 两 路 ”精 神 暨 铸 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举行

（上接第一版）

王君正强调，要结合西

藏实际，进一步加大科学技

术 应 用 ，推 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加 快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加 大 科 学 技 术 在 农 牧

业、矿产业、建筑业等领域

的应用，推动企业在产品、

工艺、模式、链条、品牌等方

面实现数字化转型、绿色化

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

效，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作出贡献。

王 君 正 强 调 ，要 按 照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署

安 排 ，立 足 西 藏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加 快 培 育 发 展

壮 大 新 兴 产 业 ，确 保 经 济

当 前 有 活 力 、未 来 有 潜

力 。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为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提供动力，统筹抓好“硬投

资”和“软建设”，高度重视

项 目 建 设 ，以 投 资 带 动 产

业 体 系 补 短 板 ，深 化 要 素

市 场 化 改 革 ，稳 妥 有 序 抓

好 产 业 发 展 改 革 任 务 落

实，释放改革活力，提高改

革效能。进一步扩大对内

对 外 开 放 ，为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提 供 广 阔 市 场 空

间 ，立 足 面 向 南 亚 开 放 重

要 通 道 建 设 的 战 略 定 位 ，

深 度 融 入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一路”，抓住新时代推进

西 部 大 开 发 重 大 机 遇 ，积

极 融 入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加

强区域发展布局和区域交

流 合 作 ，推 动 区 域 协 调 发

展向更高质量迈进。进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为 构 建

现代产业体系提供良好社

会 氛 围 ，持 续 优 化 政 务 营

商环境、市场营商环境、市

场消费环境和人文营商环

境 ，切 实 推 动 各 项 工 作 上

层次、求突破、见实效。进

一步深化教育、科技、人才

体 制 建 设 ，为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深

入 实 施 人 才 强 区 战 略 ，增

强“ 招 才 引 智 ”工 作 针 对

性 ，努 力 形 成 优 秀 人 才 脱

颖 而 出 的 机 制 和 氛 围 ，为

人 才 发 挥 作 用 、实 现 价 值

提供机会和平台。进一步

培 育 和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

发 展 动 能 ，坚 持 一 切 从 实

际 出 发 ，立 足 产 业 发 育 程

度 和 发 展 水 平 ，充 分 发 挥

重 大 项 目 牵 引 带 动 作 用 ，

积 极 推 动 清 洁 能 源 、绿 色

工业、通用航空、高新数字

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 激 发 企 业 参 与 意 识 ，充

分发挥企业在构建现代产

业 体 系 中 的 主 体 作 用 ，实

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

行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在推进技术应用

上 狠 下 功 夫 ，大 力 弘 扬 企

业 家 精 神 ，打 造 更 多 西 藏

名 片 ，助 推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培育。

王君正强调，要加强组

织领导，不断提升推动产业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各级

党委（党组）要自觉扛起主

体责任，加强对产业发展的

领导。各级各部门要积极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

律，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

策保障，形成工作合力，持

之 以 恒 抓 好 各 项 任 务 落

实。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牢

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解

决现实问题，又着眼长远注

重产业发展中的长期问题，

善于学经济、懂经济、研究

经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

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以

实干实绩奋力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培育发展

壮大新兴产业 努力推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紧接第一版）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最严

格的标准把好质量关，打好高原牌、绿

色牌、有机牌，助力“西藏好物”畅销全

国、走向世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

开展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帮扶活动，

真心实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企业

的“贴心人”。

西 藏 民 航 发 展 通 用 航 空 有 限 公

司是区管国有企业，业务辐射通用航

空 领 域 全 产 业 链 。 严 金 海 详 细 了 解

我区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综合应急救

援 体 系 建 设 和 国 资 国 企 改 革 工 作 。

他 指 出 ，西 藏 地 广 人 稀 ，陆 地 交 通 建

设 成 本 高 、运 输 时 间 长 ，发 展 通 用 航

空 产 业 十 分 必 要 且 前 景 广 阔 。 要 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快培育新兴

产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通用航

空 产 业 发 展 的 决 策 部 署 上 来 。 要 深

化改革，加强沟通、密切配合，通盘考

虑、建好平台，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创

新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各

项工作更好开展，把改革“成效”转化

为发展“成果”。

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紧接第一版）其中，税收收

入 128.36 亿 元 ，增 长

10.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97.74 亿元，增长 9.9%，增

势明显。

从消费市场看，前三季

度，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671.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较上半年提高 2.4个百

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9

个百分点，呈持续回升态势。

从居民收入方面看，前

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1777 元，同比增长

8.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9

个百分点，实现较快增长。

据介绍，下阶段，我区

将加快贯彻落实一揽子增

量 政 策 ，聚 焦 现 存 问 题 短

板 ，着 力 巩 固 既 有 发 展 优

势，全力以赴抓好四季度经

济工作，持续夯实经济发展

基础，推进全区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

今年前三季度全区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