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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9日电 12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韩国济州航空发生客机空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韩国代总统崔相穆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济州航空一架客机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

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韩国客机失事向韩国代总统崔相穆致慰问电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日文版出版发行

今 年 上 半 年 ，中 聚 医 疗 科 技 公 司

的全资子公司——西藏中聚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在拉萨注册成立，为高原制

氧领域增添了新的强劲力量。“西藏推

出的‘格桑花行动’等一系列扶持企业

上市的政策，加上高原地区对氧气的

巨 大 需 求 ，让 我 们 决 定 在 此 投 资 建

厂。”西藏中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成表示。

得益于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广

阔的市场前景，中聚医疗科技公司等众

多企业纷纷选择落户西藏。前三季度，

西藏民间投资增长达 67.6%，经济活力

与内生动力显著增强，高原经济呈现出

稳健向好的强劲态势。据统计，前三季

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6.2%，超出全

国平均水平 1.4个百分点。截至 9月末，

全区经营主体总数已增至 53.8 万户，同

比增长 11.54%。

有效投资助推高质量发展

今 年 ，项 目 投 资 成 为 推 动 西 藏 经

济 发 展 的“ 强 引 擎 ”。 全 区 上 下 齐 心

协 力 抓 项 目 、促 发 展 ，为 西 藏 经 济 全

年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从拉萨

市东嘎污水处理厂到林芝市永久片区

文旅融合基地，再到措勤县城区清洁

能 源 集 中 供 暖 试 点 项 目 ，今 年 以 来 ，

西藏聚焦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和民

生 工 程 建 设 ，多 地 推 进 重 点 投 资

项目。

前 三 季 度 ，全 区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保

持快速增长，亿元及以上项目完成投

资 同 比 增 长 38%，拉 动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19 个百分点。同时，西藏积极对接增

发 国 债 、政 府 专 项 债 等 项 目 ，持 续 优

化 投 资 环 境 ，出 台 一 系 列 支 持 政 策 ，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经济发展蓄势

聚力。

走进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格拉村

的宏农百万羽智能化藏鸡产业园，一台

台自动化饲养设备正有序作业。作为

湖北省第九批援藏队引进的项目，该产

业园日产鲜蛋 60 余万枚，年产有机肥 3

万余吨。“作为进藏投资的企业，我们深

切感受到西藏各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招商引资的决心。项目落地后，当

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给予了我们一系列

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增强了我们在藏

投资的信心。”西藏宏农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宏林说道。

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焕新生

“过去种青稞，大部分是为了自己

吃，现在种出来的青稞，能够制成青稞

饼干、青稞酸奶、青稞面包等产品，产品

丰富了，销售渠道拓宽了，收入也越来

越高了。”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江热

村村民格桑说。

今年 8 月，西藏稞研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青稞谷物专用生产线在江孜县

落地，填补了青稞预拌粉专用生产线的

空白。新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超过

1.3 万吨精制青稞面粉和 2.6 万吨青稞

烘焙预拌粉，全部投产将创造超过 3 亿

元的产值。

从传统产业到催生新产品，从技术

落后到智能化养殖，从自给自足到增收

致富……今年以来，西藏着重以科技创

新赋能高原特色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大

科学技术应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目前，那曲牦牛存栏量达到 215.94

万头，约占全区牦牛存栏总数的一半以

上。家庭牧场、牧业公司、现代化牧业

等新技术、新方式，正如春笋般在那曲

草原上“异军突起”，为当地畜牧业增添

动能，畜产品深加工产业正成为带动牧

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嘉黎县麦地卡牧民索朗央珠说：“家

庭牧场成立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学习

新的养殖技术，家里畜牧产品也拓宽了

销售渠道，增加了收入。同时也让麦地

卡的特色产品畅销区内外，我们心里很

高兴。”

截至第三季度末，西藏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547 元，同比增长

8.2%，增速位居全国第二。预计，全年

收入将首次突破两万元大关。

提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

以旧换新促消费是今年下半年工

作重点。西藏结合实际，积极用好中央

财政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资金，从着

力推动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装

厨卫换“新”、回收服务换“挡”四方面，

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优化补贴方式，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效应加快显现。

（下转第三版）

西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推动经济持续向稳向好—

潮 涌 高 原 势 正 劲
本报记者 耿锐仙 李梅英

（详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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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2月 29日讯（记者 耿锐仙）日前，记

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全区民营经济经

营主体 52.39 万户，占全区经营主体的 97.4%；民营

经 济 税 收 总 额 224.98 亿 元 ，占 全 区 税 收 总 额 的

76.25%，全区民间投资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

吸纳了全区 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

自治区工商联深入开展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

念教育活动，为所属会员企业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常态化推动“五

史”宣传教育，定期举办“民企党建大讲堂”、专题讲

座、宣讲会、培训班等，线上线下开展学习 7518 人

次。同时，把企业做优做强与西藏发展稳定结合起

来，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文化助边行

动。目前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创建自治区

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 21家。

自治区工商联积极培育我区民营经济领域新

质生产力，编制《民营企业家五年教育培育规划》

《民营企业家赴内地企业挂职实训 5 年工作方案》，

制定企业家副主席副会长联系地市工商联工作机

制和履职情况评价办法。七届自治区工商联（总商

会）29名企业家班子成员中，“80后”有 10名，大学以

上学历有 16 名，其中硕士和博士学位有 6 名。91 名

企业家执委中近 40 名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全国光彩之星、国务院特殊津贴等荣誉。

自治区工商联始终立足职能优势，积极推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协助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和民

营经济人士座谈会，通报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结

果，多种形式推动开展“银企面对面”活动。与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加快落实民营经济领域

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实施方案》《企业法律风险

防控指南》，开展“民企法律大讲堂”，引导民企依法

经营、守法经营，推动建设法治民营企业。此外，还

举办“中国光彩事业西藏行”等活动，通过经贸交

流、以商招商、互学互促，不断提升我区民营企业资

本活力、管理水平和改革创新能力。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以来，我区近 50 家民营企业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就业与社会保

障先进民营企业”“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百强”“帮扶

乡村振兴优秀企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模范单位”

等荣誉。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是西藏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古建筑群。为保护好这一历史文化

瑰宝，布达拉宫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和 3D 扫描技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精确记录和保存下布达拉宫一

砖一瓦的信息，为确保宫殿安全提供数据支撑。

上图：布达拉宫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查看无人机拍摄的图像。

左图：布达拉宫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旦增旺堆巡查布达拉宫木结构传感器设备。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现代科技守护

历史文化瑰宝

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交流会在林芝举行
本报巴宜 12 月 29 日电（记者 刘

枫 王珊）近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

考）成果交流会在林芝市举行，来自中

科院的专家学者、区内外相关科研院

所的研究人员、各地市科技系统和林

芝市（中、区）直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

等 100余人参加交流会。

此次成果交流会旨在展示第二次

青藏科考取得的重大成果、交流分享

科研经验，凝聚全社会共同保护青藏

高原生态共识，为维护好世界第三极

生物多样性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交流会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崔鹏；中

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梁尔源；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王小丹；西藏农牧学院

研究员潘朝晖 4 位专家分别就重大研

究成果作了交流分享和报告。

据悉，第二次青藏科考既是一项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一项标志性

科学工程。科考启动以来，来自全国

各地的 400 余支科考队、4000 余人次科

考人员，围绕西风——季风协同作用

及其影响、亚洲水塔动态变化与影响、

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等 10 大任务在林

芝市进行了科学考察，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阶段性成果，为促进林芝市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林芝市科技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王卫东表示，下一步，林芝市科考办将

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加强与各

单位、科考队的沟通衔接，充分共享、

运用第二次青藏科考十大进展，加快

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服务保障好

科考任务，不断提升林芝科创能力，逐

步构建区域创新高地，为林芝市高质

量发展、改革开放先行作出科技贡献。

“ 夏 季 的 哲 古 草 原 ，美 得 舍 不 得

它。冬季的哲古草原，冷得想卖掉它。”

说起哲古草原的气候，当地干部群众时

常这样说。

12 月下旬，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最

低气温已跌破零下 10℃。上午，看着车

里冻成“棒槌”的矿泉水，着实让记者领

略了一把冬天哲古草原气候的严酷。

而就在这凛冽的寒冬里，白玛顿珠

新家里房间采暖器的风机正在运行，温

暖得像是在春天。这都是“安徽省对措

美哲古农牧民送温暖及电力改造项目”

的成效。在这个寒冬里，哲古镇 5 个村

居农牧民群众都将用上采暖器取暖。

平均海拔 4500多米的哲古镇，是山

南市措美县海拔最高的乡镇，年平均气温

零下 6℃，最低气温零下 26℃。在哲古草

原，烧牛粪炉一直是农牧民群众最常用的

取暖方式，但存在温度难控制、操作麻烦、

容易熄灭、供暖区域受限等问题。

安徽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始终把

农牧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把解决高海拔

地区农牧民取暖问题当作重要民生工

程来抓。措美县委、县政府和措美县援

藏工作组立足实际，经过调研论证、广

泛征求意见，今年决定利用安徽援藏资

金在哲古镇实施“安徽省对措美哲古农

牧民送温暖及电力改造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 963.4 万元，覆盖农牧民及机关

单位共计 1300户，项目内容包括暖通工

程及室内电路改造。采用格力热泵热

风机（房间式采暖器）提供分户供暖，零

下 30℃的情况下能保证正常供暖，解决

高海拔群众取暖难的问题。该项目于

11月份正式开工，计划 12月底完工。

“ 传 统 的 牛 粪 炉 大 多 安 装 在 厨 房

里，无法解决卧室的供暖问题。我们这

里晚上特别冷，睡觉要盖好几层被子。

我家宝宝刚满月，夜里喂奶、换尿布实

在太冷了。现在我们家里安装了这个

采暖器，晚上再也不怕冻到孩子了。”白

玛顿珠高兴地说。

送温暖项目不仅是一项民生项目，

更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措美县用“小切口”解决“大民生”，

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变成党委、政

府密切联系群众的贴心事、暖心事，让

送温暖项目“暖”到农牧民的心坎上。

（下转第三版）

哲古草原牧民告别牛粪炉

清洁能源工程让农牧民过暖冬
本报记者 孙开远 本报通讯员 张化云

2024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共

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

全体会议暨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

在拉萨举行，会议安排部署了明年全

区经济工作。

拉萨市副市长洛色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2025 年是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也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做好 2025

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拉萨市作为首

府城市，具有发展基础最好、各方面资

源条件最好、干事创业的平台机遇最

好 的 区 位 优 势 ，将 着 力 抓 好“ 五 个 方

面”工作，强力实施“八项行动”，为实

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如果要用几个词来概括 2024年拉

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话，我选择是

‘量质齐升’‘人民至上’‘守牢底线’。”

洛色说，2024年，全市一手抓拓增量、一

手抓提质量，不断做大经济总量“蛋糕”

的同时，也坚持以“质”的突破，开辟发

展新空间、塑造发展新优势，具有拉萨

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已初具

规模、初见成效，GDP历史性突破了 900

亿元大关。2024 年，全市守牢安全生

产、生态保护“两条底线”，推动实现生

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重特大事故“零发生”、“两高一低”项目

“零落地”， （下转第二版）

砥砺前行凝心聚力谱拉萨新篇
—访拉萨市副市长洛色

本报记者 刘斯宇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