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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 月 25 日讯（记者 张

黎黎 张尚华）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

王君正在拉萨会见了湖北省委常委、

襄阳市委书记王祺扬。

王君正对王祺扬一行来藏考察表

示欢迎，听取襄阳市对口支援山南工

作情况介绍，对襄阳市对口援藏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就下一步

深化合作交流、做好对口援藏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王君正指出，襄阳是历史文化名

城，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具

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发展优势。

多年来，襄阳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在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打造汉江生态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经济社会呈

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襄阳市坚持把对

口支援西藏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援藏工作，

全心全意为受援地谋发展、为群众谋

幸福，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有力

推动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要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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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交流合作，加强两地

文旅开发，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促进跨区域

市场协作，共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健全基层治理合作机制，共同提升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共同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加大产业援藏力度，巩固教育、

医疗“组团式”援藏成果，推动各族群

众共同富裕。

王祺扬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襄阳市将推

动对口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大援

藏 力 度 ，创 新 援 藏 方 式 ，扩 大 合 作 领

域，促进改善民生，推动两地交流合作

持续走深走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自治区副主席张利参加。

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

你 们 好 ！ 来 信 收 悉 。 值

此中国海洋大学建校 100 周年

之际，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

校友致以祝贺！

希 望 你 们 以 建 校 百 年 为

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战

略需求为牵引，完善学科设置

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

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

关，努力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

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

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海洋

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4年 10月 24日

（新华社北京10月 25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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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大

学全体师生回信，在中国海洋大学

建校 100 周年之际，向全校师生员

工、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以建校

百年为新起点，以科技发展、国家

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学科设置调

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原创

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努力培

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

任的优秀海洋人才，为建设教育强

国、海洋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回信

全文另发）

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为私立青

岛大学）创建于 1924 年，2002 年由

青岛海洋大学更名为中国海洋大

学。近日，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百

年办学的奋斗历程，表达积极服务

海洋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

献力量的决心。

王君正会见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王祺扬

本报拉萨 10 月 25 日讯（记者 王

雅慧）23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刘江深入色拉寺、小昭寺，就加

强和创新寺庙管理、开展“三个意识”

教育、加强藏传佛教经师队伍建设情

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西藏

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不断提升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水平，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在色拉寺，刘江深入西藏佛学院

色拉寺分院教室、图书室等地，详细了

解教育教学和僧人学习生活情况，希

望 他 们 继 承 和 发 扬 爱 国 爱 教 光 荣 传

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

在与色拉寺、小昭寺驻寺干部、僧

人代表座谈时，刘江强调，要坚持思想

政治引领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

重要论述，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

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进宗教活动场所，大力实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普及，自觉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教规教义阐释中，不断推进藏传

佛教中国化走深走实。 （下转第三版）

刘江在色拉寺、小昭寺调研时强调

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深 入 推 进 藏 传 佛 教 中 国 化

“西藏文化旅游产业正处于优势

转化提升期，要立足西藏实际、遵循

客观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发挥特色

优势，努力把西藏文化旅游产业做大

做强。”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全

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的讲话，

科学把握形势，明确目标任务，在我

区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中 引 发 热 烈 反 响 。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大会为契机，更新观念、融合

发展，在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上久久

为 功 ，推 进 文 化 和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发

展，努力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支

柱产业。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作 为 第 三 产 业 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今年 1 月至 9 月，阿里地区

的文旅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共接待

游客 207.96 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到

20.8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0.4% 和

27.6%。这一亮眼的数据不仅彰显了

阿里文旅产业的巨大潜力和发展活

力，也标志着阿里在文旅融合上迈出

了坚实的步伐。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持续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总投资 1.18 亿

元的 5 个‘十四五’项目中 4 个已完工

并通过验收，剩余 1 个预计 2025 年 5 月

竣工并组织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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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文

旅局局长高彦武告诉记者，“下一步，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全区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大会精神，聚焦‘八个突出’，科

学谋划、强化统筹、周密部署、精心组

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

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促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抢抓机遇、主

动作为，为推进我区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阿里力量。”

近年来，日喀则市谢通门县依托

区位交通优势，大力发展温泉康养旅

游产业，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旅游服务功能，2023 年，谢通门县卡嘎

镇的卡嘎温泉景区获评为西藏自治区

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下转第三版）

把握机遇发挥优势 谱写文旅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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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雨霏 达珍 洛桑旦增 贡秋曲措 旦增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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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讯（记者 郑

璐 袁海霞 见习记者 旦增措姆）25 日，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事业发展成

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我区博物

馆体系建设得到不断完善，办馆质量

显 著 提 升 ，辐 射 力 和 影 响 力 大 幅 增

强。全区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2373

处，已完成馆藏可移动文物登记的文

物保护单位 1006 处，可移动文物 51 万

件（套），珍贵文物 11.15万件（套）。

自治区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西藏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自治

区博物馆体系建设得到不断完善，目

前，由国有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纪

念馆、寺庙文物陈列馆组成的西藏博

物馆体系初步建成，总数达 43 个。近

年来，西藏全区博物馆、陈列馆、纪念

馆参观人数不断攀升，2024 年 1 月至 9

月参观人数达 325 万余人次。在今年

第 46 个“国际博物馆日”，成立了西藏

自治区博物馆协会。

近年来，我区不断提高文物保护

科技水平，累计投入 3.2 亿元，共实施

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数字化

保护项目、文物修复项目 56个。同时，

加强与兄弟省市工作交流，五年来，举

办各类文物展览近 60个，推出 10个“云

展览”，其中一批精品展览脱颖而出。

我区博物馆体系初步建成
累计投入3.2亿元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

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在拉萨会见了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王

祺扬。这是会见现场。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本报拉萨10月 25日讯（记者 张宇

冯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自治区政府常

务会议上获悉，2024年 7月 1日起，我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将

增至每人每月 265元。我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水平长期位居全国第四位。

我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标准由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和自治区基础养老金标准构成。今

年上半年，作为 21 项民生实事之一，我

区已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

老金标准提标 10 元，达到每人每月 245

元。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

让广大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我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20 元，即由

每人每月 245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265

元，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补助。

近年来，在中央提标基础上，我区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提高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待遇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

要内容纳入年度目标任务，自 2009年以

来已多次提标，从每人每月 55元提标至

265元，逐步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

清洁能源助力

发展绿色经济
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中核萨迦 300

兆瓦风光储一体化电站进入紧张的最

后调试阶段。项目总装机为 300 兆瓦，

其中风电总装机为 200 兆瓦，共安装 40

台风力发电机组，单机容量为 5 兆瓦，目

前已全部吊装完成；光伏总装机为 100

兆瓦，并配套建设 1 套储能系统，建设外

送线路 62公里，横跨雅鲁藏布江。

根据规划设计，项目建成后年发电

量有望接近 5.5 亿度，相当于每年可节

约燃烧标准煤约 16.42 万吨，减排二氧

化 硫 约 45.34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约

45.01 万吨，将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图为位于日喀则市萨迦县的风力

发电机组及山脚下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我 区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础养老金将增至每人每月 265 元

从北京出发，飞越 5 个时区、5000 多公里的长

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喀山国际机场。

迎着正午阳光，习近平主席健步走出舱门。

放眼望去，一片橙黄橘绿的斑斓。2013 年以来，

第 10次踏上俄罗斯土地，第一次来到古城喀山。

10 月 22 日至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

次会晤，金砖大家庭扩员后的首度线下聚首。中

国元首外交开启新一轮“金砖时间”。

在喀山，不到 48 小时，十多场双多边活动。

国际媒体这样报道：“习近平主席喀山之行的‘每

一步’都受到特别的关注。”

从领导人小范围、大范围会议到“金砖+”领

导人对话会，从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之路到壮

大“全球南方”团结之力，一次次伙伴间的畅叙深

谈，一项项登高望远、胸怀天下的理念主张，凝聚

起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

希望之光。

（下转第四版）

“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
—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杨依军 人民日报记者 胡泽曦 张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