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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里约热

内 卢 出 席 二 十 国 集 团（G20）领 导 人 第 十 九 次

峰会。

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

有。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

席深刻把握时代大势、把脉时代课题，系统提出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点亮全球治理的“南方

时刻”。

“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

“当前，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

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20 峰会前

夕，习近平主席向在巴西圣保罗开幕的“全球南

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致贺信，指出全球南方群

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比重已提升到 40%以上，正

在深刻改写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版图，成为国际秩

序变革的关键力量。

今年，从中阿、中非、中拉合作亮点纷呈，到

扩员后的“大金砖”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相继在俄罗斯、秘鲁召开，再到 G20峰会

在巴西举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南方力量”

正不断汇聚。全球南方成员在 G20这一国际经济

合作重要平台中占据多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下转第二版）

点 亮 全 球 治 理 的“ 南 方 时 刻 ”
—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共建更加美好未来注入强大动力

新华社记者 马卓言 朱超

“此生必驾 318，雅安集结到拉萨”，

已然是众多自驾游爱好者的首选。

1950 年 4 月，康藏公路（今川藏公

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因此，雅安

又被称为“川藏公路‘零’公里起点”。

雅安与西藏的紧密相连，不仅仅因

为川藏公路这条“国之大道”，还有当地

群众生活中的必需品——茶。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

谚语，道出了藏族群众对茶的珍视。在

雪域高原，藏族群众饮茶已流行了千百

年，酥油茶、甜茶、清茶，深得当地群众

的喜爱。用一杯茶来开启一天的生活，

是寻常百姓的生活习惯，而这些茶水里

面最重要的原料——茶叶，绝大部分来

自“中国藏茶之乡”——雅安。

318国道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新

星村，保留着我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古

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茶马

司。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始建于宋神宗

熙宁七年（1074 年），重建于清道光二十

九年（1849 年）。遗址正门匾额上，用汉

藏两种文字书写着“茶马司”几个烫金大

字。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石碑上同样

用汉藏两种文字刻着历史演变：“名山种

茶始于西汉……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

战马，多用茶换取……明洪武时，对茶叶

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

茶马司的职责，就是专管茶马贸易，特别

是茶叶稳定供应涉藏地区。

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茶

马司设置于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茶马

互易除商贸功能之外，还有政治、文化

的考虑。今天来看，一片茶叶，对于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祖国边疆

稳定意义深远。

一片茶叶里凝聚的浓浓民族团结

情，延续至今。走进雅安茶厂，茶香扑

鼻而来，车间外墙上的“雅安茶厂，是雅

安人民的茶厂，是藏族人民的茶厂”一

行大字，引人注目。雅安茶厂副总经理

杨春梅说：“我们茶厂生产的茶叶，就是

川藏两地密切来往的生动见证。”

这里陈列着各式珍贵且年代久远

的砖茶，如距今逾 470 年历史的“明代

茶”、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准

备的“中央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的“收藏茶”等。

杨春梅告诉记者：“目前，我们正在

配合西藏自治区政府推广低氟健康茶，

引导广大藏族同胞养成健康饮茶习惯。”

中央对西藏群众的健康饮茶高度

重 视 ，大 力 推 广 普 及 低 氟 健 康 茶 。 自

2020 年推广普及健康茶工作以来，西藏

自治区始终把此项民生工程作为“为民

办实事”的大事来抓。

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四川

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开义介绍，雅安

市同样高度重视健康饮茶这项工作，坚持

把质量和安全摆在首位，定期召开联席

会，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困

难，高质量完成健康茶采购配送等工作，

努力让藏族同胞喝上健康茶、放心茶。

作 为 全 国 茶 叶 主 产 区 之 一 ，近 年

来，雅安持之以恒开展全域茶园绿色创

建，大力推广应用生态调控、农艺改良、

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综合绿色防控技

术，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

合，实现基地全域绿色化，建成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国

家级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区，先后申报并

通过“雅安藏茶”“雅安南路边茶”等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 2023 年底，雅安

全市茶园面积达到 100.55 万亩，茶叶产

量 11.92 万吨，其中黑茶干毛茶产量 3.59

万吨，产值 13.87亿元。

杨 春 梅 介 绍 ，为 了 更 好 地 推 广 藏

茶，在提升茶叶品质的基础上，根据当

下都市人的喜好，研发了藏茶特饮、藏

茶浓缩液、袋泡藏茶、藏茶枕等系列产

品，在各类展会和博览会上吸引了众多

经销商的关注。 （下转第三版）

在“川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四川雅安—

古道开新篇 茶香沁人心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图为鸟瞰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的茶园。 本报记者 张思雨 摄

本报拉萨12月 1日讯（记者 李梅

英）11 月 27 日至 30 日，自治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永奇率团

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中尼边境贸

易与合作事务协调机制第二次会议，

与尼泊尔工业、商业与供应部部秘卡

尔基就实现双边贸易便利化、提升贸

易基础设施条件、加强互联互通合作

等 事 宜 深 入 交 换 意 见 、达 成 重 要 共

识，并共同签署会议纪要。

在尼泊尔期间，陈永奇还分别拜

会了尼泊尔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鲍

德尔、联邦事务与总行政部部长古普

塔，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

宣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以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阐述了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访尼重要成果，落实王君正书

记访尼有关要求，进一步推进中国西

藏自治区与尼泊尔的友好合作进行

深入交流。

陈永奇回顾了中尼关系特别是

中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合作交流

情况，并指出，中尼建交 69 年来，始终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合作

共赢，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大小国

家间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国西藏自

治区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明年是中尼建交 70 周年，西

藏自治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在两国

元首战略引领下，在中国外交部等国

家部委和我驻尼使馆的指导下，充分

发挥中尼边境贸易与合作事务协调

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强同尼方各领域

深层次友好交往，落实好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和尼泊尔财政部援尼项目

谅解备忘录， （下转第二版）

本报拉萨12月 1日讯（记者 索朗

琼珠）《西藏自治区燃气安全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起施行。为推进《办法》宣传和

贯彻落实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自治区住建厅牵头组织自治区及各

地（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专班成员单位召开会议，对《办法》进

行详细解读，并对下一步工作开展作

出安排部署。

据悉，出台《西藏自治区燃气安

全管理办法》旨在保障我区公众生命

财 产 安 全 、规 范 燃 气 行 业 运 行 。《办

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区城镇燃气安全

管理顶层设计的空白，厘清了部门、

地市、企业间的责任，规范了运输、储

存、销售等环节的安全监管要求，确

保燃气供应的安全可靠，从而有效降

低燃气事故的发生，保障公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陈永奇率团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中尼边境

贸 易 与 合 作 事 务 协 调 机 制 第 二 次 会 议

《西藏自治区燃气安全管理办法》12月 4日起施行

本报巴宜 12月 1日电（记者 刘枫 王珊）随

着林芝工布新年到来，林芝市批发市场、购物中

心、大小超市人头攒动，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活

力澎湃。

12 月 1 日 ，记 者 走 上 街 头 ，进 行 了 实 地 探

访 。 来 到 巴 宜 区 老 区 集 贸 市 场 、香 港 路 步 行

街 、工 布 印 象 商 圈 等 地 ，记 者 看 到 ，在 市 场 管

理 部 门 的 支 持 下 ，经 营 商 贩 有 序 外 摆 ，街 道 、

市场人流如织，各大商超秩序井然，结账通道

排起长队，客流量较节前有了明显增加，各类

商 品 供 给 充 足 。 其 中 ，食 品 类 年 货 尤 其 受 到

欢 迎 ，水 果 、干 果 、肉 禽 、卤 味 等 档 口 、柜 台 前

客流量较大，节日市场整体平稳有序，购销两

旺。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拉动消费、提振市场

信心，林芝市、巴宜区等还在工布新年期间，开

展“ 幸 福 林 芝·乐 享 生 活 ”“ 幸 福 巴 宜·乐 享 生

活 ”“ 高 原 炊 具 以 旧 换 新 ”等 系 列 消 费 惠 民 活

动，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发放餐饮、加油、商超、

住宿等到店立减优惠券，给予旧锅具、旧灶具、

旧厨电等换新补贴，从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提升市场活力。

全 国 最 早 过 年 的 地 方 在 哪 里 ？

就在西藏林芝，就是工布新年。

火红的灯笼、吉祥的切玛、欢快的

歌舞、绽放的笑容、精美的新衣……现

在，林芝人民就在喜气洋洋过新年。

公历 12 月 2 日是藏历十月一日，

也是工布新年的“大年初一”。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林芝

市巴宜区干部群众共聚一堂，载歌载

舞，用一场喜庆热闹的“村晚”，把一

年的收获融入快乐，把一年的辛勤化

成歌舞，感受今天的幸福，祝愿明年

更美好。

11 月 30 日上午，由林芝市巴宜区

委、区政府主办的 2025 年工布新年暨

第 三 届“ 村 晚 ”联 欢 会 在 巴 吉 村 举

行。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演出的各

族群众，把村委大院围得满满当当，

大家都争相感受着现场的年味儿。

歌声传递欢乐，舞蹈承载祝福。

演 出 丰 富 多 彩 ，有 欢 快 的 村 居 对 唱

《村村歌声飞》，有干部合唱《一个妈

妈的女儿》，有悠扬的《故乡遥》，有激

情 的《箭 舞》，有 非 遗 舞 蹈《吉 祥 果

谐》，有让人捧腹的相声《看不惯》，有

热门影视《日光之城》的插曲《蓝天上

的 云》，有 本 地 歌 曲 大 联 唱《林 芝

美》……16 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

演，把一年的精彩展现给现场每一位

观众。

新年的喜庆气氛从台上传递到

台下，现场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时而

鼓掌喝彩，时而应声高歌，气氛热烈

活泼。

大家扶老携幼盛装赴会，一起看

演出、吃糖果、拉家常，观众给演员献

哈达、孩子给大人送卡赛，现场成了欢乐的海洋，热闹喜庆的氛

围是最大的“年味儿”。

当地群众卓玛拉姆带着孩子，穿上精美的藏装，早早赶来

看演出。她说：“现场很热闹，气氛很好，表演也很精彩，给我们

的工布新年加了一道文艺‘大餐’，大家看得都很高兴。新的一

年，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越来越好。”

一年的辛勤劳作之后，广大群众迎来了阖家团聚过大年的

温暖时刻，相亲相爱，喜气洋洋。幸福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幸

福的生活就在眼前，就在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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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林芝市巴宜区 2025年工布新年暨第三届“村晚”联欢会现场。 本报记者 刘枫 王珊 摄

本报申扎12月 1日电（记者 赵书

彬）“曲嘎拉”往右一开是冷水，往左

一开是热水。12 月 1 日，记者走进申

扎县卡乡德朗村曲达和其美夫妇家，

一进玻璃房，就见水龙头哗哗流出水

来。伸手一接，还是热的。惊喜之余

一问，方得知这个海拔 4860 米的德朗

村已经通上了自来水。在高原和美

乡村建设中，德朗村 55 户都安装上了

牧民常常说起的“曲嘎拉”，告别了冬

夏背水的生活。

自 来 水 ，对 城 市 来 说 没 啥 稀 奇

的。可这里却是平均海拔 4700 米的

羌塘草原，被称为极高海拔地区，自

然条件十分恶劣，“风吹石头跑，四季

穿棉袄”。卡乡乡长德吉曲宗说，小

小自来水解决了吃水难问题，让我们

的牧民群众告别了千百年来背水的

历史。

这边，男主人曲达招呼着客人落

座 。 那 边 ，女 主 人 其 美“ 曲 嘎 拉 ”接

水、电热水壶烧水、搅拌机打茶，很快

做 好 了 新 的 酥 油 茶 。 其 美 ，今 年 58

岁，从 15 岁开始背水，一背就背了 40

多年。

曲达回忆，德朗村村民生活用水

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2006 年以前，

到村外的卡藏布河背水，来回步行要

一个小时，一天至少 2 次；2006 年，村

里打了三口水井，把水桶扔进井里提

水 ，到 了 冬 天 破 开 冰 层 还 要 费 半 天

劲；2019 年，开始使用光伏发电的机

井，提水方便多了，但一天还是要在

机井和家之间走几个来回；2022 年，

随着和美乡村建设，足不出户就能用

上水。他说：“经历过卡藏布河背水

时生活的苦，就更知道自来水入户后

生活的甜。”

一 直 以 来 ，党 中 央 深 切 关 怀 西

藏 各 族 人 民 ，改 善 民 生 更 是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的 重 中 之 重 。 一 滴 水 折 射

着 太 阳 的 光 辉 ，西 藏 农 牧 民 群 众 生

产生活的历史性变化就蕴藏在衣食

住行之间。

“家庭卫生条件变好了、生活饮水

更健康了、家庭劳动负担减轻了……”

卡乡党委书记李振坤正列举着生活用

水入户后的变化，曲达接过话头说：

“劳动力一解放，我们的收入也增加

了 。 2017 年 村 里 合 作 社 分 红 户 均

7000 多元，而现在户均达到了 15000

多元。”最后，曲达还不忘说上一句：

“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离不开党

和政府的关心帮助。”

藏语里，“卡”意为冰冷。羌塘草原

“冰河冷乡”的自然条件无法改变，但这

里群众的生活却日新月异地变化着。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申扎县已有

7 个村实现自来水入户，3 个村正在积

极推进中。

曲 达 一 家 告 别 背 水 生 活

羌 塘 牧 村 通 上 了 自 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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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地 羌 塘 天 际 之 旅

我们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