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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版)目前，西藏各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00余项，
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
10 个资源种类。其中，藏戏和

《格萨尔》史诗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89 个，国家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 4 个，自治区级项目 323 个，代表性传习场
所 113 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8 名，自治区级传承人
350 名。国家珍贵古籍 158 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4
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个，“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65个。拉萨雪顿节、山南雅砻文化节等一大批
群众性文化传统节庆得到恢复和创新，成为地域性民族
文化品牌。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50 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
藏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重点实施了西藏自治区所辖
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时修缮和保护
了大批文物。投资 10 亿余元的“十二五”46 项重点文
物维修保护项目，目前进展顺利。《西藏自治区文物保
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办法》等一批
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西藏重要历史和革命
文物发掘工程有效加强，第三次全区不可移动文物普
查工作全面完成，共调查录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物 241 处，各类文物点 4277 处。首次可移动文
物普查工作全面启动，初步统计，全区可移动文物将达
数百万件。野外文物看管人员得到落实，全区文物安
全进一步加强。贝叶经普查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
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等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全区有
世界文化遗产 1 处 3 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5 处，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91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78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座。

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利。在今天的西藏，多种宗教并存，既有藏传佛教、苯教，
也有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不同
教派。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
教分离，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
自治区政府，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各种宗
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和宗教信仰依法受到保护。

宗教活动得到尊重和保护。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
活动场所 1787 处，住寺僧尼 4.6 万多人。西藏自治区和 7
个地市均设有佛教协会，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办有西藏佛
学院、藏经文印经院和藏文会刊《西藏佛教》。藏族和其
他各少数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过宗教生活，进行
社会宗教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各大宗教的各种传统节
庆活动正常进行，大型宗教活动如转神山神湖活动、萨噶
达瓦节、展佛节、跳神节、朝觐等 40 多种群众性重大宗教
节庆活动得以保护和继承。信教群众家中几乎都设有小
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
次。在西藏到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以及堆
积的刻有佛教经文的嘛呢堆。各大寺院内常年挤满了磕
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西藏信教群众享受开展正
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为满足不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

求，目前西藏还有清真寺 4 座，天主教堂 1 座。这些宗教
也依法得到了尊重和保护，依法依规开展正常宗教活动，
与其他宗教平等和谐相处。

藏传佛教文化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和西藏自治区
政府始终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给予有效保护，不断加强对宗教典籍
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中央政府支持 4000 多
万元，组织上百名藏文专家，历时 20 余年，完成了对藏文
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校勘出版。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
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量
论解说·雪域庄严》等陆续整理出版。已经印出《甘珠尔》
大藏经达 1490 多部，还印出大量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
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
学修需求。宗教研究机构、高僧、学者的有关佛教专著，
如《贝叶经的整理、研究》《西藏拉萨现存梵文贝叶经的整
理》《西藏宗教源流与教派研究》《活佛转世制度》《郭扎佛
教史》《西藏苯教寺庙志》《中国藏传佛教寺庙》《西藏佛教
寺院壁画艺术》等，都正式出版发行。

寺庙得到维修和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
每年都拨专项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于寺庙的维修、修
复和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4 亿多元对西藏文物和重点寺庙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国家资助专款 670 万元、黄金 111 公斤、白银 2000 多公
斤及大量珠宝，修复了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为
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祀殿，国家一次就拨专款 6620 万
元、黄金 650 公斤。1994 年，国家又拨款 2000 万元，继
续修复甘丹寺。从 1995 年开始，中央财政通过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对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
迦寺等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寺庙维修与
保护予以积极支持。

活佛转世有序进行。活佛转世制度作为西藏宗教特
有的信仰和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
的尊重，国家制定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
法》。1995 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
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
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据
最新统计，西藏现有活佛 358名，其中 60多位新转世活佛
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认定。

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制度不断完善。自治区制定出台
《办好西藏佛学院分院的意见》《西藏佛学院学衔授予办
法（试行）》，在北京和拉萨分别建有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
院和西藏佛学院，作为藏传佛教高级宗教人才培养基地，
系统招收培养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西藏 60 多座各教派
寺庙开办有寺庙自办的学经班，完全按照传统习惯进行
宗教学修和学位学衔的考核晋升。2005 年开始，每年在
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
学衔考试和授予仪式，在大昭寺和拉萨三大寺进行格西

“拉让巴”学位考试。截至目前，已有 84 名学经僧人获得
了格西“拉让巴”学位，46 名僧人获得了中国藏语系高级

佛学院“拓然巴”高级学衔。

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西藏自
治区政府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注重经
济、社会、生态的和谐统一，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近
年来，自治区政府提出了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建
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战略目标，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全面实施。2009
年 2 月 18 日国务院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以下简
称《规划》），提出投资 155 亿元，到 2030 年基本建成西藏
生态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共落实投资 56.46 亿元，《规
划》确定的天然草地保护工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
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要湿地保护
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生态安全屏障监测工程 3 大类 10 项工程得到
全面实施。

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目
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47 处，总面积 41.22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4.35%。建立生态功
能保护区 22 个（国家级 2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4 个、国
家森林公园 9 个、国家湿地公园 10 个、地质公园 4 个（国
家级 3 个），使西藏拥有的 14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8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 196 种西藏特有动物物
种、855种西藏特有植物物种以及重要生态系统得到了有
效保护。西藏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居全国前列，藏
羚羊种群数量由 1995 年的 5 万-7 万只上升到目前的 20
万只以上，黑颈鹤由 1995 年的 1000-3000 只上升到目
前的 7000 只左右，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稳中有增。

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据 2014 年第八
次 全 国 森 林 资 源 清 查 结 果 ，西 藏 森 林 覆 盖 率 已 达
11.98%，森林面积 1471.56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22.62
亿立方米，天然林蓄积 22.61 亿立方米、乔木林单位面
积蓄积 267 立方米/公顷、重点公益林面积 1011.27 万
公顷。西藏已经创造了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天
然林蓄积、乔木林蓄积、重点公益林面积 5 项指标全
国第一。第四次与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
果比较，西藏荒漠化土地减少了 7.89 万公顷，沙化土
地减少了 6.57 万公顷，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扩展趋
势得到遏制并首次出现逆转。截至 2014 年底，西藏
有天然草地面积 8433 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
积 7067 万公顷。

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在西藏实施森
林、草地等生态补偿政策，每年全区落实各类补偿资金
40 余亿元。国家制定《西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管理办法》，从 2010 年起，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资金 7.72 亿元，对全
区生态公益林实施补偿。在
2009-2010 年 5 个县开展草
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2011年开始在全
区 74 个县区全面实施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机制政策，每年落实补助奖励资金 20.0981
亿元，既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农牧民增收。国
家实施了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转移支付政策，将西藏 18
个县纳入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2014 年
落实资金 10.83 亿元。这些措施有效保护了国家和自治
区重点公益林、基本草原及重要生态区域。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先行先试。2014 年，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的通知》，西藏山南地区、林芝地
区被列为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将着力在独立进行
环境监督和行政执法、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和企业单
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
任终身追究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自然生态资源丰
富、生态区位重要、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
效模式。

中科院和相关部门的监测评估显示，西藏高原各类
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生态质量稳定向好。西藏生态
系统类型拥有除海洋生态系统之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仍然是中国和全球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水、气、声、土壤、辐射及生态环境
质量均保持良好状态，全区的江河、湖泊、森林、草场、湿
地、冰川、雪山和野生动植物等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大部
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

结束语

过去的 50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从落后走向进步，
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
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客观要求，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西藏地方的实际，是西藏
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了
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然而，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
立”的政治目的，不断鼓吹“中间道路”，大肆兜售“大藏
区”“高度自治”，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否定在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下西藏的发展进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
分裂行径，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和中国国家制度，极大
损害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包括西藏各
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注定逃脱不
了失败的命运。

当前，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必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西藏各族人民必将在更
高的起点上谱写当家作主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

今秋九月，世界的目光将因一场博览会而聚焦珠三角制造业名城

佛山市。9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国 （广东） 国际“互联网+”博览会将在

佛山新城中欧服务中心举办。同期举办的还有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产业大会暨博览会。

“佛山制造”拥抱“互联网+”

“互联网+”浪潮正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催生第三
次工业革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推动举办博览会是今年佛山
市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拥抱“互联网+”是佛山制造的现实需求。2014年佛山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7603 亿元，在全国地级城市中位列第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8810 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五。佛山工业体系健全，涵盖了
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并形成了家用电器、机械装备、金属材料加工
及制品、陶瓷建材、纺织服装、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塑料制品、化
工医药、家具等十个优势行业。佛山许多传统优势制造业在全国乃至
全世界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
处于全国先进行列，对“互联网+”应用有着庞大的需求，具备在“互
联网+”方向实现突破的坚实基础。

作为国内率先举办的“互联网+”博览会，将致力打造五大平台：
一是展示平台，集中展示“互联网+”应用示范案例，让广大企业、市
民了解认识互联网如何与传统产业结合，促进互联网企业与佛山制造
业企业融合发展；二是交流平台，为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企业提供交
流合作渠道，全面展示跨界融合技术解决方案，提升制造业效率，降
低其生产成本，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三是引进平台，通过展会的举
办，吸引、集聚“互联网+”领域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四是带
动平台，通过展会带动企业、人才、技术向佛山传统产业集聚，推动
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五是合作平台，促进科技、
金融、产业的融合，打造产业基金、网络众筹平台等。佛山提出创办
首个全国性“互联网+”博览会，不仅对佛山自身产业带动效果明显，
对于珠三角、全省乃至周边区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要顺应互联网这
一潮流，推动产业转型和“两化”融合，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抓手。博
览会的举办，正是可以有效带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佛山

本身传统产业升级需求迫切，同时与广州联动较好，将有利于“互联
网+”博览会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本届博览会共设置“互联网+”前沿技术展区、智能制造展区、智
能家居展区、智慧城市展区、互联网金融展区、跨境电子商务与外贸
进出口展区、大众创业展区、智能商贸物流展区、机器人展区 9 大展
区，并在国通保税物流中心设置跨境商品保税展示分展区。目前已有
327 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包含阿里巴巴、新浪、百度、华为、中兴等
互联网龙头企业，已报总面积达 9773 平方米、标准展位 256 个。博览
会期间将举办近 20 场专题活动，包括：“互联网+”高峰论坛、中国制
造 2025 对话德国工业 4.0 大会、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著名
财经作家吴晓波系列专题论坛、机器人系列专题论坛、阿里巴巴专题
论坛、美的集团专题论坛等，出席的嘉宾包括新浪 CEO 曹国伟、美的
集团总裁方洪波、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欢聚时代 CEO 李学凌，以及
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爱奇艺、乐视等企业的高层。

“四大家族”机器人同台亮相

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载体，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推
动力。机器人产业在工业 4.0 和智能制造的大背景下，也将面临一次深
刻的变革。由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亚洲制造业协会主办
的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会暨博览会将与“互联网+”博
览会同期同馆举行。

作为大会主办单位之一的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是由
来自美国、德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的 100 多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
业、科研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非官方、非营利性行业智库组织。首届
世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会暨博览会于 2014 年 12 月 19—22 日在
成都成功举行，来自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80
多家机器人企业展示了最新产品。

近年来，佛山市顺德区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今年 5 月
28 日，广东全省首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示范区正式在顺德启动，计划用 4
年时间，从机器代人、搭建公共创新平台、引进智能装备项目、举办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等方面着手，打造以智能装备和工业机器人为核心
的装备制造业全产业链，助推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发展。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选择佛山，也是出于佛山市在智能工业
基础、市场需求方面的突出表现。对于希望进入珠三角制造业市场的
IT 企业、智能制造企业、各类科研团队来说，佛山更是一个重要的

“登陆基地”。
本届机器人大会在参展、参会人员规模方面均创超首届。目前已

经落实参展企业约 100 家。瑞士 ABB、日本发那科公司、日本安川电
机、德国库卡机器人并称为机器人领域的“四大家族”，这些巨头占据
中国机器人产业 70%以上的市场份额。它们此次将一同亮相佛山此届
博览会，同台竞技，将让人们一次性地全面领略全球高端机器人产品
的风采。国内名牌企业也纷纷加盟，包括广州数控、安徽埃夫特、广
东嘉腾、中航洪都、潍坊西水等。展览内容包括工业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

此外，中国制造 2025 对话德国工业 4.0 大会将于 9 月 10 日在中欧
中心举办，规模达 200人左右。中国企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德国
在机联网、物联网、产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等有关工业 4.0 方面的实
践，提高中国在智能制造方面的管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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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在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两台压铸机器人正在恶劣的高

温环境里上料、下料，该岗位原来的工人流失率达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