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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献良策 踔厉奋发启新程
—自治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宇 冯骥

自治区人大代表旦增罗布。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武沛涛 摄

不断开创日喀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访自治区人大代表、日喀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巴桑

本报记者 杨子彦

自 治 区 人 大 代 表 ，日 喀 则 市 委 常

委、常务副市长巴桑。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20 日上午，自治区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图为代表们认真聆听各项工

作报告。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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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委员贡布多杰：

让非遗文化传承与时俱进
本报记者 刘斯宇

自治区政协委员贡布多杰。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今年，我将继续践行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

努力提出更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为推动我区数

字产业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

罗数字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旦

增罗布分享了自己的履职故事。

当选为自治区人大代表以来，旦增罗布积极

参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

积极前往相关企业调研、参加座谈会，加深了对

拉萨民营企业发展现状的了解。“去年，我提出了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意见建

议，最终被采纳了。这无疑是对我履职工作的肯

定。”旦增罗布说。

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发展迅猛，已

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024 年，旦增罗

布围绕我区数字产业发展、文旅产业数字化水平

等，走访了多家数字智能企业以及行业领军企

业。走访中发现，当前，西藏尚无完备的藏汉开

源数据中心，由政府主导数字的安全与保护迫在

眉睫。

“今年两会，我的建议是，希望加强藏汉开源

数据和信息化建设。通过项目立项、资金扶持及

政策支持，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的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展示我区文化保护

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果。同时，提升西藏文旅产业数字化水平，进一步

加大在民族语言数字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完善相关基

础设施、强化人才培养工作，从而切实提高西藏文旅产业的整体品质与吸

引力。”旦增罗布说。

“人大代表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唯有将这份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落到实处，才无愧于这一神圣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增强代表

意识和为民服务责任感，依法履职尽责，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认真听取群众

的呼声和建议，发挥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旦增罗布说。

“ 我 去 年 提 出 的‘ 加

强 非 遗 工 坊 建 设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提 案 ，对 推 动

非 遗 保 护 、带 动 就 业 增

收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治区政协委员、那

曲 市 藏 药 协 会 会 长 贡 布

多 杰 履 职 自 治 区 政 协 委

员 五 年 来 ，始 终 坚 守 职

责，致力于西藏的非遗事

业发展，通过建言献策贡

献自己的力量。

“‘索如日玛’配伍技

艺 非 遗 工 坊 不 仅 吸 纳 很

多 当 地 大 学 生 在 工 坊 内

就业，也给当地农牧民群

众 提 供 了 一 个 展 览 展 销

农牧产品的场所。”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索如日

玛”配伍技艺的传承人，贡布多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索如日

玛”配伍技艺的传承与研发，同时利用“索如日玛”为患者治

疗相应病症。

如何带动就业，如何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贡布多杰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西藏旅游资源丰富，

除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外，本土的非遗文化也是一种重要的

旅游资源。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各

个方面慢慢地变好，整体才会变好，经济才能变好。”

这次两会上，贡布多杰就如何将非遗发扬光大带来了

“关于特殊给予家族藏医生医药资格证书及职称”的提案。

他介绍，在藏医药领域，那曲市从县级、市级到自治区级的非

遗传承人都有，但作为家族式民间藏医的传承人，存在着技

术断层、传播力薄弱、规模小、带动就业能力有限等问题。贡

布多杰说：“希望通过这次提案可以改善这些问题，提高非遗

的市场竞争力，为乡村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接下

来，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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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3%，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9.6%，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8.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 6.8%、8.3%……2024 年，全区上下

“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攻坚克难、

敢作善为，打出一系列破解难点、促进发

展“组合拳”，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进中向

好，交出了一份奋楫争先、鼓舞人心的优

异答卷。

连日来，参加自治区两会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齐聚拉萨，带着全区各族群

众的新期待，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

策、共商发展大计。自治区人大代表、那

曲市索县加勤乡莫囊村党支部书记玛尔

措说：“会后，我要把自治区两会精神传递

到每一位群众，继续带领全村发展产业，

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何将雪域高原独特的政策优势、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电建集团西

藏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峰认为，聚焦

“高水平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立足

自然资源禀赋，全力推进水、风、光、热等

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是重要突破口之一。

经过近几年的不断努力，西藏清洁

能源产业发展势头迅猛。目前，西藏已

基本建成以 500 千伏为主网架、各级电网

协调发展的统一电网，形成以水电为主，

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互补

的综合能源新体系，并带动关联新兴产

业快速发展。

“清洁能源作为西藏‘九大产业’之

一，资源优势一旦转化为发展优势，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围绕

“抢抓战略机遇期，实现西藏清洁能源高

质量发展”提案，蒋峰建议，全区相关部

门应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招商引资、

产业配套、政策扶持、体制机制等方面改

革创新，推动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过去的一年，我区深入贯彻“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打好农牧业提

质增效攻坚战，粮食产量突破 110 万吨。

粮食实现丰产，优质青稞品种的大力推

广功不可没。

自治区人大代表、日喀则市农牧业

科学研究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达瓦扎西

介绍，日喀则市聚焦种业振兴，不断加大

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和农作物新品种选育

工作力度，先后育成春青稞喜马拉 22、23

号等新品种 5 个，切实保障粮食安全、推

动产业发展，实现农牧民增产增收。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关

键。达瓦扎西表示，将进一步狠抓“喜马

拉系列”春青稞品种、年河系列油菜品种、

“艾玛土豆、喜孜”系列马铃薯品种的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探索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

式，通过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为全区粮

食安全和稳产增产提供种源保障。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突破的重要引擎和抓手。

2024 年，我区外贸新动能助力经济

发 展 作 用 日 益 凸 显 —— 外 贸 进 出 口 额

126.72亿元，同比增长 15.4%；对尼泊尔 14

个 传 统 边 贸 点 恢 复 开 放 ，边 贸 额 增 长

32.3%；全年口岸通关货运量、货值分别达

20.9 万 吨 、77.1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46.1% 、

48.1%。

“作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

藏的机遇在开放、西藏的未来也在开放。”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德

吉措姆信心满怀地说，自治区商务厅将以

自治区两会明确的目标任务为指引，推动

外贸创新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形成

“口岸经济”集聚带，把“通道经济”转型为

“口岸经济”，为“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

五”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

“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规上民营企

业的支持力度，保障规上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在工商联界小组讨论会上，自治

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韩宇

踊跃发言、积极献策。

2024 年，民营经济活力强劲，民间投

资增长 52.9%，速度之快令人瞩目。韩宇

表示，作为民营企业代表，将积极研究新

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

制，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催

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新质生

产力，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

企业力量。

未来已来，时不我待。在自治区党

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将以团结凝聚

力量、以奋斗成就梦想，弘扬“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作风，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日，自治区人大代表，日喀则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巴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

细介绍了日喀则市 2024年在聚焦“四件大

事”聚力“四个创建”方面取得的成效、下步

工作计划和抗震救灾工作推进情况。

巴桑介绍，过去的一年，全市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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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要

求，撸起袖子加油干，齐心协力抓落实，交

出了厚重提气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具体而言，全市深入推动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5 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1 万余名干部群众赴区

外学习、务工，“走出去”成为促进各民族

团结的重要渠道。成功申报 4处自治区级

重要湿地，创建 2 个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累计建成 20个边境新村，实施乡

村产业项目 176个，惠及群众 3万余人。

特别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全

市高水平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外贸进出

口总额实现 61 亿元，增长 12.5%，新能源

汽车出口货值 14.6亿元，翻了一番。日喀

则国际陆地港发展迅速，出口货物查验

场封关启用，南亚国际货运班列顺利开

行，实现了“一次报关、口岸直通”。开放

平台持续完善，吉隆边合区完成投资 7.3

亿元，日喀则（吉隆）陆上边境口岸型国

家物流枢纽成功获批。吉隆、里孜口岸

运行良好，口岸通关货重 20.7 万吨、货值

76.8 亿元，分别增长 47.5%、49.1%；出入境

人员 55 万人次，增长 112%。互市贸易蓄

势积能，11 个传统边贸点恢复运行，贸易

额达 4800 万元。此外，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22.2%，农林牧渔业产值增长 15%，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接待游客人

次增长 20%，市场主体新增 1.2 万户，建成

高原和美示范村 61 个，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2%、8.8%，增

速均排名全区第一。

巴桑说，定日6.8级地震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此后又专

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我们深受感

动、备受鼓舞、倍增动力。在自治区党委的

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日

喀则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第一时间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科学

有序推进抗震救灾工作，高效运转指挥调

度体系，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推动抗震

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目前，我们正加紧开展恢复重建工作，

同步编制重建规划。”巴桑说，“我们坚信，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部委、兄弟

省市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

够打赢打好灾后恢复重建攻坚战。”

巴桑表示，日喀则市将深入贯彻自治

区党委十届七次全会暨区党委经济工作

会议和自治区两会精神，严格落实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同时，持续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前

沿，实施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等“六大提升

行动”；持续提振社会消费，深入实施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持续加快产业发展，做优

做强农牧、藏医药等特色产业，培育壮大

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新兴产业；进一步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

保护与修复；加快补齐边境地区基础设施

短板，加快发展边境特色产业，确保群众

有事干、有产业、能致富。用心用情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受

灾群众温暖过冬、祥和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