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沿拉萨河南岸行驶，满眼遍是葱绿。眼前
的山坡上，新近移植的雪松、油松在陡峭的坡地上
倔强地挺直了脊梁；而不远处的宝瓶山上，更多高
原本地树种早已落地生根，随着拉萨夏日午后的微
风轻轻摇曳。然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山石裸
露，一片灰黄。这一切的变化都得益于拉萨南山造
林试点工程。

作为这片新绿的守护者，藏族小伙晋美已经在这
里工作了两年。学林业出身的他告诉记者，南山海拔
高、土层薄，又处于风口，要植树并保证成活太难。
但这里是拉萨南面的屏障，如果没有树，一阵大风袭
来，拉萨就会“飞沙走石”。

早期，他们进行了很多实验都没有成功。在造林
试点陷入困境的时候，林业专家来了，对众多高原本
地树种进行了科学筛选；科技专家来了，对土层进行
了全面分析；水利专家来了，对如何引水灌溉以及蓄
水池的修筑地点进行了专业测量⋯⋯在各方的努力
下，南山上点点新绿终于蔓延开来。

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拉鲁湿地。作为中国海拔最
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拉鲁湿地被誉为“拉
萨之肺”。然而，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由于建筑、捕
捞以及附近居民随意丢弃生活垃圾等原因，拉鲁湿地
的生态一度遭到很大影响。

为 重 新 提 升 拉 鲁 湿 地 的 生 态 质 量 ， 2013 年 ，
拉萨市政府下发通知，规定拉鲁湿地周边 20 米的
范围均属于拉鲁湿地的缓冲区。同时，生态定位监
测站、气象观测站、水文水质监测点、关键物种监
测点等设施全部上阵。西藏自治区林业厅有关负责
人还告诉记者，全区共 24 个项目成功列入 《全国
湿地保护工程“十二五”实施规划》，有 11 块湿地
列 入 《 西 藏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规 划

（2008-2030 年）》。
一方面是主动保护，另一方面是杜绝污染。

“ 以 保 护 为 重 ， 保 护 优 先 ， 强 调 在 保 护 中 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西藏绝不搞三高产业，要坚
决堵住落后淘汰产能向西藏转移。”在近期举行的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与中央主要媒体记者代表
团座谈会上，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边巴扎西如
是说。

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多年来
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坚守生态保护的红
线。去年以来，自治区明显加大了建章立制的力
度。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公布的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
护考核办法 （试行） 》 规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对全区 74 个县的环境保护进行考核。环保考核
不合格的，“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年终考评不能评
优，并且将影响到政绩考核。

刚 刚 发 布 的 西 藏 自 治 区 环 境 状 况 公 报 显 示 ，
2013 年，全区主要江河、湖泊水质状况保持良好；
全区主要城镇大气环境质量整体保持优良；拉萨市、
日喀则市城市垃圾处理率实现 100%。

八 方 援 藏 情 满 高 原
来过西藏拉萨的人，大都知道江苏路。这条东连拉

萨大桥、西接布达拉宫广场南段的大道，几乎贯穿了拉
萨整个老城区。十几年前，这条路还叫金珠路。作为当
时进出拉萨的惟一通道，金珠路只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
柏油路，破旧狭窄的街道让来自江苏的援藏干部心中不
是滋味。经过多方协调，江苏省决定全资支持 4000 万
元，重修金珠路。在竣工仪式上，金珠路更名为江苏路。

江苏路的建设只是对口援建的开始。1994 年，中
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
战略决策。从那时起，整整 20 年间，一批批援藏干部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藏，而今已是第七批了。

卜建才就是第七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去年 7 月，

他和其他 55 名湖南干部从长沙启程，来到山南地区，
开始了为期 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

如今，来自湖南益阳的卜建才黝黑、消瘦，完全一
副土生土长的藏区人模样。“直到今天，我还有高原反
应，尤其是下乡的时候，一爬山就难受得厉害。不过，
我要下乡，不下乡怎么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也爱下
乡，只有下了乡，你才知道农牧区的藏族老百姓生活得
多么艰苦，他们又是多么的纯朴。一次次下乡提醒我，
既然来了就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事情。”卜建才说。

援藏 20 年来，从中央各部委、对口援藏各省市到
中央骨干企业，援藏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0 年 1 月 18 日至 20 日，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召开。会议决定，将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延长至 2020
年，继续加大对口支援力度。

当年 6 月，来自北京、上海、湖南等 17 个对口援
藏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 1019 名
援藏干部奔赴对口支援地区，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作
为第六批援藏干部，他们严格落实中央援藏资金，建成
项目 1800 个，投入资金 92.5 亿元，是第五批的 1.6
倍，同时积极争取计划外资金 20.7 亿元；他们将 70％
以上的援藏资金投向民生工程，兴建农牧民安居工程
2.9 万户，改善了农牧区水电、道路、通讯等配套设
施；他们共免费救治先心病儿童 457 人，为 5.3 万农牧
民群众带来了健康。

此后不久，第七批援藏干部陆续抵藏。短短 1 年
间，北京为藏区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广东
为林芝地区带来了 14.79 亿元的资金，援建项目涉及基
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以及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
面；陕西省、河北省为阿里地区带来了大批专业技术人
员，一批“博士牛倌”奔走于高原草场之上，为发展高
原现代畜牧业献计献策⋯⋯

来自西藏日喀则地区的藏族小伙边巴次仁和陕西姑
娘李婷结婚 7 年了。“结婚前，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和边
巴次仁的文化差异问题，但该如何和他家里人沟通却
让我头疼了很久。”李婷说，“结婚以后，双方家里人接
触久了，我发现，虽然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但爱
与宽容能解决一切问题。”

李婷笑着说，新婚的时候，自己的藏语还不太好。
有一次，婆婆问李婷，高压锅的压力阀去哪里了，李婷
完全听不懂。于是，开朗的婆婆左手弯曲放在头顶，右
手平举，然后嘴里发出高压锅放气的声音，并同步旋转
了 360度，儿媳妇终于明白了婆婆的意思。

那一场关于压力阀的“哑剧”给李婷提了个醒。作
为藏家媳妇，藏语不地道怎么行！下定决心的李婷似乎
又回到了读书时的状态，一下班就学习藏语。出乎她意
料的是，婆婆也开始学习汉语了。当婆婆第一次用生涩
的汉语欢迎她下班回家时，李婷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边巴次仁和李婷一家的生活仅是西藏普通家庭生活
的缩影。在西藏，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珞巴、纳
西等 40多个民族，大家和睦相处，团结友爱。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
作。每年 9 月，西藏都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教育活动，以“讲团结、促稳定、谋发展、求
和谐”为主题，通过召开座谈会、歌咏比赛、知识竞
赛、成就展览等多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
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
教育。

积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也是西藏民族工作
的一大重点。为此，西藏自治区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
和办事机构，精心选择拉萨市城关区扎基社区居委会等
9 个基层单位进行试点，从 8 个方面的 25 个指标来考察
创建活动的效果，并大力表彰、宣传在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团 结 之 花 绽 放

夏日的西藏，一项项民生工程正在推进。仅 2013
年，西藏就有 13.5 万贫困农牧民群众摘掉了“穷帽
子”，通水、通电、通电话几乎实现全覆盖，教育、医
疗水平更是飞速提升。

走进山南地区红星社区尼玛曲吉阿妈的家，300 多
平方米的院子里种满了鲜花，近 200 平方米的房屋内，
冰箱、电视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看到记者走进来，阿妈放下怀里的小白猫，笑盈
盈地迎了上来。阿妈说，以前，她们全家都住在土坯
房里，没水没电不说，一家老小只能和牛挤在一起。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院子里盖上一间牛舍。如
今，阿妈家的西院终于建起了牛棚，自己的房间里也
迎来了一个新的居客——猫。“这才是屋里养的东西
哦！”阿妈说。

正聊着，阿妈的老伴贡嘎坚参大叔从自家的温室
大棚回来了。大叔告诉记者，家里的新房一共花了 18
万元，自筹 10 万、无息贷款 5 万，来自长沙的援建队
伍还无偿支援了 3 万。当年，老两口拿不出 10 万元，
一度都想不建房，还是城里打工的孩子把钱寄了回
来。那时候，大叔很失落，觉得自己老了，净给孩子
添麻烦。直到长沙的几位农业专家来了，帮大叔建起
了大棚，还手把手地教了他 6 个多月。如今，大棚不
仅让老两口吃上了新鲜蔬菜，还能卖菜补贴家用。

改善民生的第一步就是脱贫。而“通过输血扶贫，
通过造血拒绝返贫”则是西藏扶贫工作的一大特色。通
过这种方式，西藏农牧区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1 年的
106 万 人 减 少 到 2013 年 的 72 万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43.9%降至 28.8%。

为了全方位改善西藏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中
央和西藏自治区先后多次追加投入，开展了包括安居工
程、到户帮扶、产业开发、就业培训、医疗保障等多方
面的民生治理工作。

在 2014 年上半年西藏全区经济运行情况通报电视
电话会上，西藏自治区决定从 7 月 1 日起，再次提高城
乡低保和五保供养标准，并实施一系列新的惠民政策。
由此，以“民生改善政策先行实施”开启新一阶段工
作，将成为西藏自治区调控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

民 生 大 为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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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乃东县，有一个叫扎西曲登
的小村落，这里流传着一种现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藏戏——扎西雪巴。扎西雪巴藏戏的传承人
尼玛次仁就生活在这里。

尼玛次仁不会讲高深的道理，他只知道，藏戏是民
族的宝贝，他有责任将之传承下去。他告诉记者，近年
来，西藏自治区及山南地区两级政府部门对藏戏这一文
化遗产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和他的演出团队不仅得到了
每年几千元的资金支持，还在地区群艺馆等机构的帮助
下有了参与重大节日演出的机会。如今，尼玛次仁的藏
戏传承队伍已经有 28名成员了，并且都是 20岁到 25岁
的年轻人，这让他感到十分欣慰。“只要年轻人喜欢，
藏戏就能传承下去。”他说。

当记者问及藏戏传承中最难的事，尼玛次仁觉得经
费倒不是问题。“我有传承经费，每年 1 万 5 千元，差
不多够置办服装和面具了。我只是希望，扎西雪巴藏戏
能够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有人学，有人看，这门艺术就
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扎西雪巴藏戏的重生只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一个缩影。”西藏自治区文化厅非遗处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年来，西藏积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
史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利用工作，非遗地方性法
规正式颁布实施，非遗项目申报及名录体系建设不断完
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得到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统计显示，近 10 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对西藏非遗
保护投入达 9716 万元，自治区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
3000 万元，使一批亟待抢救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
与传承。目前，西藏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76
个，68 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名录；323 个项目和 350 名
传承人入选自治区级名录，基本形成了国家、自治区、
地 （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10 年的努力收获了丰硕成果。文化部近日发布的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示名单中，
西藏自治区望果节、彩砂坛城绘制、桑耶寺羌姆等 13
项非遗项目榜上有名。这意味着，这些延续了千百年的
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望得到更加系统的保护和传承。

不 忘 生 态 底 线

传 承 民 族 文 化传 承 民 族 文 化

西藏，一片令人魂牵梦绕的土地。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是

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
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
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这
一战略定位，使西藏经济建设有了新的内涵，西藏的发
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喜马拉雅山挡不住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脚步。自 2009 年始，西藏生产总值相继跨越 400 亿
元、500 亿元、600 亿元、700 亿元和 800 亿元 5 大
台阶，保持了年均 12%以上的增长速度，连续 5 年实
现 百 亿 级 的 稳 增 长 。 2013 年 ， 西 藏 生 产 总 值 实 现
807.6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1% ，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高
4.4 个百分点，增速在全国和西部 12 个省份中均排第
三位。

——雅鲁藏布江阻不断西藏与外界的联系。川藏
公路和青藏公路的相继建成与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
书写了交通运输史上的奇迹。拉萨贡嘎机场、昌都邦
达机场、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和日喀则和平
机场的陆续通航，进一步提升了西藏区内航空运输保
障能力，完善了当地综合交通体系的布局。“进藏
难”成为历史。

——念青唐古拉隔不开藏汉民族血浓于水的亲

情。20 年前，中央作出了“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
期轮换”重大决策部署。此后的日子里，从中央各部
委、对口援藏各省市、中央骨干企业的援藏工作不断
向纵深推进。2010 年，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进一步确立了援藏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决定将中央
援藏政策再延长 10 年至 2020 年。根据 《“十二五”
时期对口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17 个对
口援藏省市将共计安排对口援藏项目 1610 个，总投资
141.36 亿元。

——雪山之巅的云海遮不住西藏各族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的喜悦。2013 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0023 元，同比增长 11.1%，比全国平均增速
高 1.4 个百分点，增速首次居全国第一。同时，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6578 元，增长 15.0%，增速排全国第
二位。

——寓意幸福吉祥的“格桑梅朵”更是见证了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的铸就。宁愿发展慢一点，也绝不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一理念已经成
为西藏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和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建立各类自然保
护区 47 个，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3.9%。《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和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办法》 相继颁布实施后，“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成为一条高压线，西藏生态保护建设进入了新
的历史阶段。

正如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洛桑江
村 强 调 的 ， 发 展 是 解 决 西 藏 所 有 问 题 的 基 础 和 关
键，决不能有任何懈怠。展望未来，西藏要做的就
是 继 续 稳 增 长 、 稳 就 业 、 稳 物 价 、 稳 增 收 ， 紧 抓

“坚持打牢农牧业和基础设施两个基础、突出特色产
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重点、加强民生改善和基本
公共服务两个保障、激活改革开放和对口支援两个
动力、强化科技和人才两个支撑、巩固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两个基石”这“六对抓手”，通过“民生先
动、市场推动、项目带动、金融撬动、创新驱动、
环境促动”的“六动措施”，守住“和谐稳定、生态
保护、安全生产”的“三条底线”，推动西藏新一轮
跨越式发展。

GDPGDP 连跨五个台阶连跨五个台阶，，人均纯收入增速居全国前列人均纯收入增速居全国前列——

雪 域 高 原 的 发 展 奇 迹雪 域 高 原 的 发 展 奇 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 叙 夏先清 代 玲

图① 湖北省对口支援西藏山南地区修建的湖北

大道。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图② 布达拉宫脚下的拉鲁湿地。

图③ 西藏山南地区红星社区居民尼玛曲吉阿妈和

老伴贡嘎坚参喜迁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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