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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记者 冯歆

然）11 月 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你在今年 3 月当选总

统后第一时间首访中国，正式就职后又

首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体现了你对

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

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坚持战

略自主、互信互助、合作共赢、公平正

义，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尼关系发

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两国关系长期

稳定发展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中方

愿同印尼新政府一道，继往开来，构建

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命运共同体，

续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

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习 近 平 强 调 ，双 方 要 巩 固 更 高 水

平的战略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和政府、

立法机构、地方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 交 流 ，坚 定 支 持 彼 此 探 索 符 合 本 国

国 情 的 现 代 化 道 路 ，坚 定 支 持 彼 此 维

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要进一步完

善战略合作布局，打造政治、经济、人

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坚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运营好

雅万高铁，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

和“两国双园”合作，加强数字经济、先

进制造业、循环经济等领域合作，开展

海 上 共 同 开 发 合 作 ，不 断 深 化 全 方 位

互利合作，更好实现融通发展，推进各

自现代化。中方也愿同印尼共同打造

更多惠民工程，加强减贫、医药、粮食

种植、渔业等领域交流合作，为印尼科

研 人 才 培 养 和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提 供 支

持 ，出 台 更 多 便 利 化 措 施 ，扩 大 人 员

往来。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发表 70 周年，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兴市场国

家和全球南方主要成员，中国和印尼要

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

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和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引领全球

南方国家团结自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

印尼开展更紧密多边战略协调，反对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

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普 拉 博 沃 表 示 ，中 国 是 伟 大 的 国

家，印尼和中国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当前

复 杂 国 际 形 势 下 ，印 尼 希 望 进 一 步 强

化 同 中 国 全 方 位 战 略 协 作 ，成 为 更 加

紧 密 的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构 建 具 有 地 区

和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命 运 共 同 体 ，这 将 不

仅 造 福 两 国 人 民 ，也 为 亚 洲 地 区 更 好

实现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印尼愿

同中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完善“五大支柱”合作格局，加强基础

设施、能矿、医药、农业、住房、海上共

同开发、粮食安全、减贫等全方位全产

业 链 合 作 ，欢 迎 中 国 企 业 赴 印 尼 投

资。印尼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

题上的立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 定 支 持 中 国 政 府 为 捍 卫 领 土 完 整 、

实现国家统一所作努力。涉疆事务完

全 是 中 国 内 政 ，印 尼 坚 持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坚 定 支 持 中 方 为 维 护 新 疆 发 展

稳定所作努力。感谢中方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主持公道正义。印尼坚持独立

自主，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不加入任

何 针 对 第 三 方 的 军 事 同 盟 或“ 小 圈

子”，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

倡 议 ，愿 同 中 方 密 切 在 二 十 国 集 团 等

多 边 框 架 内 沟 通 协 作 ，为 维 护 全 球 南

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努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

于共同开发、蓝色经济、水利、矿产等领

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 21 响礼炮，礼兵列

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

奏中印尼两国国歌。普拉博沃在习近

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并观看分列式。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为普拉博沃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

队装备保障条例》，自 2024年 12月 1日起施行。

《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着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

任务，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深刻把握装备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

势下装备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保障工作的主要依据。

《条例》共 8 章 92 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规范

了新体制新编制下军队装备保障工作机制，明确了各级装备保障部门的职

能界面，优化了装备保障“供、管、修”机制流程，强化了装备保障工作的刚性

约束，着力推动军队装备保障工作创新发展。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 布《军 队 装 备 保 障 条 例》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会谈

11 月 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这是习

近平同普拉博沃握手。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晨光初破、微风轻拂，报道组一行

从拉萨出发，前往昔日藏北驼盐古道上

的重要驿站，而今被誉为“世界屋脊上

的地热博物馆”的羊八井。

“吐蕃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

水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

像似气雾。”正如唐代《法苑珠林·王玄策

行传》所记载，羊八井最为闻名遐迩的是

其丰沛的地热资源。羊八井热田是我国

目前所勘探到的重要高温地热田之一，

蕴藏着大自然最为炽热的呼吸，也是当

地老百姓致富路上重要的依托。

温泉小镇的致富路

依托丰沛的地热资源，昔日的驿站

小镇上，一座座家庭旅馆、温泉宾馆拔

地 而 起 ，带 领 羊 八 井 镇 村 民 走 上 致 富

路，而羊八井镇加玛村五组村民、堆古

酒店老板噶玛扎巴就是其中的代表。

噶玛扎巴今年 39 岁，2008 年，政府

发放了农牧民安居工程款，与其他人不

同的是，嘎玛扎巴敏锐地觉察到了羊八

井镇的旅游发展优势，把钱投到开办旅

馆上。

“ 羊 八 井 北 通 当 雄 、那 曲 ，南 临 拉

萨，西至日喀则，又在青藏公路边上，每

年往返旅人不计其数，所以开一家旅馆

前景应该不错。”

嘎玛扎巴随即说服家人，用这笔工

程款和多年积蓄，在羊八井镇上建起了

一座家庭旅馆。

因为丰沛的地热资源和优越的交

通位置，嘎玛扎巴的家庭旅馆每年有 10

至 15 万元的收入。2013 年，嘎玛扎巴对

家庭旅馆进行了改造升级，旅馆规模房

间扩大至 15间。

随着羊八井经济发展，各类旅馆也

越来越多，为了提升竞争力，2021 年，嘎

玛扎巴对旅馆进行了一次改头换面的

升级，如今已改造成了有 40 间房、客流

量每日爆满、年收入达 70至 80万元的堆

古酒店。随即，酒店周边也开始聚集了

餐馆、超市等各类设施，带动了羊八井

镇的经济发展。

嘎玛扎巴告诉记者，地理位置、交

通枢纽、地热资源……这些都是羊八井

镇的“王牌”，依托这些“王牌”和政府的

各项政策支持，从 2008 年到 2024 年的十

多年间，镇上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

（下转第二版）

羊八井：青藏线上的温泉明珠
西藏日报青海日报青藏线联合报道组

本报拉萨11月 9日讯（记者 耿锐仙）8 日，记者

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近年来，自治区住建厅聚焦改善民生、凝聚

人心，深入实施城镇和海拔 5000 米以上农牧区供

暖，干部群众生活环境极大改善，全区住房城乡供

暖事业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来，我区结合市地申报情况通过实地调研

论证，积极研究特许经营模式，在 7 个市（地）各选择

了 1 个县（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区清洁能源集

中供暖。计划投资 37.75亿元，新建及改造供暖总面

积 622.41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惠及 20 万干部群众。

截至目前，7 个试点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其中阿里地

区措勤县试点项目已投入运行，其余试点县（区）将

于春节前后实现供暖。根据西藏高原极寒特点，自

治区住建厅探索运用“采暖+生活热水”双联供的模

式，提高系统使用效率，避免非供暖季太阳能集中

供热站闲置，同时解决居民的生活热水，进一步提

高群众生活质量。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全力

推动下，试点项目进展顺利、反响热烈，呈现出了市

县（区）人民政府积极响应、供暖企业积极参与、银

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提供融资贷款支持的良好格局。

同时，自治区党委、政府特别关心高海拔地区

干 部 群 众 身 体 健 康 ，安 排 了 专 项 资 金 ，优 先 解 决

5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区供暖。自治区住建厅开展

普玛江塘乡供暖试点，供暖面积 13914.38平方米，供

暖覆盖乡政府机关办公楼、宿舍、村委会，项目总投

资 0.23亿元，目前已开工建设，计划年底前完工。同

时，对海拔 5000 米以上的 25 个村共 1553 户农户，组

织供暖企业为 14 个村 723 户农牧民安装供暖设备，

已于近期完工并全部投入使用。剩余的 11 个村 830

户农户，将采用“光伏+蓄电+热泵热风机”等工艺供

暖，正在组织实施当中。在当地政府的不懈努力

下，海拔 5000 米以上的一个乡镇和 1553 户农户年底

将全部实现供暖。

自治区住建厅总工程师冯建国表示，将会同发

改、财政等部门对供暖试点项目进行评估验收、总

结试点经验，对通过验收的供暖项目纳入常态化监

管，持续巩固供暖实施效果。同时，扎实开展项目

前期工作，紧跟国家政策与投资方向，积极争取中

央预算内资金、超长期万亿国债、政府债券等国家

政策资金，结合特许经营模式撬动社会资本，采用

多元化投资策略，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实施

模式，加快推进西藏供暖全覆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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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 月 9 日讯（记者 王杰

学）近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

司 法 厅 召 开 交 流 会 商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

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部署要求，建

立我区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交流

会商机制，强化协作配合，深化良性互

动，为更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西藏

实践提供法治支撑。

会议强调，区高法、区司法厅既是

法律职业共同体，又是法治西藏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更是法治西藏建设的主要

推动者。建立全区司法审判与司法行

政机关交流会商机制，是全面落实区党

委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要求，共同发

力服务保障区党委中心工作的切入点

和关键抓手。

会议研究通过了《西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关于进一

步强化协作交流的意见》及《2024—2025

年协作事项清单》，就协作机制下一步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决定，双方每

半年互相通报协作配合事项进展情况、

每年召开 1 次会商会议，共同研究解决

制约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堵点

问题，全面深化律师、行政执法监督、调

解、仲裁、公证、司法鉴定、复议应诉、安

置帮教、刑罚执行、人民陪审员、职前培

训等领域协同配合，合力推进全面依法

治藏。

我区建立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交流会商机制

本报拉萨 11月 9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郑璐 ）记者日前从民航西藏区局获

悉，1 至 10 月，西藏民航实现运输生产

安全、平稳、有序增长，共安全保障航班

起降 5.7 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660.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3万吨，分别同比

增长 12.7%、11.6%、10.5%。其中，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4.2万架

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523.6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 3.8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2.4%、

11.1%、10.0%。

据介绍，民航西藏区局聚焦航班

安全保障，持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力度，提前做好冬春航班换季准备，

开展机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进

一步提升机场应急救援综合能力。同

时，不断优化旅客服务，陆续推出首乘

服务、服务关口前移、便捷支付、特殊

旅客“一对一”全程引导等多项真情服

务优化措施。持续推进“干支通、全网

联 ”，不 断 提 升 西 藏 民 航 中 转 保 障 能

力，现阶段已实现前往重庆、成都、绵

阳等城市“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

直挂”服务。

此外，大力配合我区“冬游西藏”活

动，积极协调航司加大进出藏航班运力

投入力度，恢复、新开通一批航线。进

一步加强机场和航司间的合作，织密航

线网络，提升运营水平。截至目前，已

开辟航线 176 条、通航城市 75 个、执飞

航司 12 个，2024 年新增航线 7 条、通航

城市 1个。

西藏民航 1—10月旅客吞吐量超 660万人次

高原秋日，晴空万里，正是光伏板

“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在海拔 4800 米

的拉萨市尼木县续迈乡霍德村，一排排

光伏板耀眼壮观，项目于 9 月底顺利实

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开始送出“绿电”。

这是拉萨尼木霍德一期 10 万千瓦

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由中国水利水

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拥有高海

拔大规模电化学储能系统，共安装 28

个方阵、7259 个组串，年平均等效满负

荷小时数达到 1856 小时，将大幅解决

当地村民用电问题。

太阳能正是西藏丰富的清洁能源

代表。近年来，西藏紧紧围绕“国家清

洁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陆续建成了

一大批水电、光伏、风电项目，形成了以

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

补的综合能源新体系。

据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介绍，西

藏电网升级跨越带动全自治区清洁能

源迅猛增长，目前全自治区清洁能源发

电量占比超过 99%，基本实现全清洁电

力供应，成为全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

最高的省级电网。

丰富的清洁能源，正逐步惠及到其

他 省 份 。 2015 年 实 现“ 藏 电 外 送 ”以

来，西藏清洁能源已外送至华东、华中、

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

（下转第二版）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西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观察

新华社记者 刘洪明 李键

用对讲机织起长江源的“保护网”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