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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生意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我们帮

忙的？”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圆梦新居居委

会第一书记普布参木决又一次来到圆梦

新居家政服务中心，询问经营情况。

圆梦新居是改则县第一个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共安置群众 44

户 216 人。“搬迁之初，乡亲们最担

心没有技术，不好谋生。”普布参木

决说，居委会经过反复论证，确定帮

助群众开展家政服务来增收。

这个设想不错，但大家最初觉

得去别人家里打扫卫生、洗衣服，

不太“体面”。为了打消群众顾

虑，居委会干部们就和大家

一起接订单，脏活累活抢

着干，慢慢打开了大家

的心结。

“现在我们生意还不错。每人每月能领

到 2800元，年底还有分红，这可比搬迁前的

收入好多了。”搬迁群众多琼说。搬迁前，多

琼一家蜗居在察布乡察布村的一间土坯房

里。虽然环境恶劣，但他从未想过离开。村

里多次动员，多琼才勉强同意接受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

初到宽敞明亮的新家，多琼并没有太多

喜悦，更多的是对找工作、谋生计的担忧。

不过很快，居委会的干部们就鼓励他参与家

政服务。居委会还帮助他的妻子申请银行

贷款、开办小卖部。“每次遇到困难，身边的

党员干部总会想方设法地为我们排忧解难，

有他们在，我心里面特别踏实。”多琼说。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当家人”，

普布参木决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要带领

大家伙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5 月下旬，在西藏日喀则市康马县

涅如河谷上，拖拉机、深松机、播种一体

机等农业机械正交替作业，燕麦草、绿

麦草等草种被均匀地播撒入大地中。

田野畔，62 岁的涅如堆乡塔杰村

村民平措正和前来调研的乡党委书记

汪吉交谈。“这几年，村里大规模推行人

工种草，带来的变化可真是太大了。”平

措十分感慨。

涅如堆乡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

气候严寒、土地贫瘠、草地退化、风沙肆

虐。“以前，附近的天然草地生长的都是

扒地草，挡不住风沙，喂不饱牛羊。”平

措苦笑着说。

2015 年 涅 如 堆 乡 开 始 试 种 绿 麦

草，当年 700亩荒滩地平均亩产鲜草就

达到 2300斤。“深秋时节，1米多高的绿

麦草随风摇曳，是我们祖祖辈辈没见过

的。”回忆第一年收获的场景，平措难掩

兴奋之情。“现在风沙少了，草长起来的

时候满眼都是绿色，很舒服。”

目前，涅如堆乡年产青干草 2000

多吨，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地的载畜压

力。有了充足的饲草来源，促进了

当地饲养方式的转变，推动了畜

牧业现代化进程。2019年，涅如

堆乡全面推行规模化养殖，成

立了康马县涅如堆乡藏系绵

羊短期育肥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规模化养殖后产生的牲

畜粪便，经过发酵还能作为

有机肥还田，进而有效保

护高原生态环境。

“推行人工种草，不

仅扮靓了乡村，点缀了

风景，还收获了实实在

在的‘钱’景。”汪吉自

豪地介绍，通过人工

种草，涅如堆乡农牧

民 人 均 年 增 收 可 达

3000 多元，当地走上

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之路。

长期以来，西藏基础薄弱，

发展优势不明显，是全国唯一

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

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地区生产

总值 70 年间增长 300 多倍，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00 多倍。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西藏依

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

好的地区。正如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

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

全 方 位 进 步 、历 史 性

成就。

要问西藏是怎么

做到的？答案只有一

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

70 年 来 ，我 们

党团结带领西藏各

族人民，翻身做主

人 ，永 远 摆 脱 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 羁 绊 ，进 行 民

主 改 革 、彻 底 废

除了封建农奴制、

开创了西藏各族人民

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

主的新时代。西藏在祖国

的大家庭中蓬勃发展，社会

生产力极大发展，各族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深入贯彻，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西藏人民实现

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所有

贫困县全部摘帽、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生态安全屏障

日益坚实。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充分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无比优越，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强大生命

力，彰显了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伟力。西藏各族干部群

众切身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厚爱，感受到了祖国大家

庭的无比温暖，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厚谊。

实践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社会主

义新西藏。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

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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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

和平解放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成立了自

治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根据西藏实际，

先后七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

一系列有利于西藏发展的政策，创造了短短

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使西藏“换

了人间”。

这 70 年，是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的70年。

这 70 年，是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的70年。

这 70 年，是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的70年……

经济高质量发展

1951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1.29 亿

元。2020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900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 321.5 倍。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

局，西藏提出并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使

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

从藏东峡谷到藏西草原，一座座电力铁

塔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绵延千里，给莽莽高

原带来光明和发展动力。继青藏、川藏、藏中

电力联网工程投运后，去年，阿里电力联网工

程建成投运，这是西藏全区74县(区)首次全部

纳入主电网。

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70年来，中央政府

累计投入 1.63 万亿元治藏稳藏兴藏，其中投

资 5900多亿元建成了川藏公路、青藏铁路、贡

嘎机场、藏木水电站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

各领域、各行业捷报频传。2020年底，拉

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电站正式建成发

电。今年，拉萨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

即将投运，将极大提升西藏民航运输能力；作

为 G6京藏高速的一部分，拉萨至那曲高速公

路将于 6月底建成通车。目前，西藏全区通车

里程 11.88 万公里。开通国际国内航线 140

条，通航城市 66 个。电力总装机容量达 423

万千瓦。建制村通光纤率、4G 信号覆盖率均

达到99%……

特别是近十年来，各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工程为西藏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西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实前所未有，

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之优前所未有。”在去年底

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西

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表示，西藏的高质量发

展从“有没有”进入了“好不好”的新阶段，正

在大踏步追赶全国步伐。

民生高质量改善

治好了包虫病，22 岁的扎西次仁又充满

了活力。2020年7月，来自北京的援藏医生在

县医院为扎西次仁进行了手术，并及时救治

了术后出现的急性肺栓塞并发症。“多亏援藏

医生们医术高超，抢救及时。”扎西次仁说，做

手术没掏一分钱，政府全包了。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完

善培养体系，深入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开展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西藏实现了大病

不出自治区、中病不出地市、小病不出县区。

对千百年来困扰当地百姓的包虫病全面筛查

诊治，做手术零费用，历史性消除了包虫病。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表示，西藏

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

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70 年来，西藏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利民

惠民政策，着力改善群众生活。去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98 元，比 1959 年的 35 元

增长了 416 倍。全区 74 个县（区）全部摘帽、

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连续 4年

被中央确定为“综合评价好”。农牧民群众生

活质量显著改善，吃得越来越丰富，穿得越来

越讲究，居住越来越舒适，消费越来越高端。

5 年来西藏人均消费粮食下降 126 公斤、

消费蔬菜提高 23公斤，衣着消费增加 584元，

住房面积增加 8.7平方米，交通和通讯支出增

加近一倍，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160.9%，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167.6%。

进入新时代，西藏一切工作都向民生

领域聚焦发力，困难麻烦由政府解决，把

方便实惠送给群众，民生福祉正在从

“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

生态高水平保护

走进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森布

日极高海拔生态搬迁点。一栋栋簇

新的藏式小楼沿着规划的街区排列。

宽敞整洁的道路、日渐繁华的商业街

店铺林立，一个功能完备、生活设施齐

全的现代小城镇正在逐渐形成。

这是 2018 年 6 月，西藏为保护生态

环境、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开始实施

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将有 10 万多人安

置在雅鲁藏布江沿岸。“将居民向相对条件

好、生产资料相对富裕、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的地区搬迁，把一些野生动物生活的区域还

给它们。”齐扎拉说。现在，通过保护，野生动

物如藏野驴、藏羚羊等繁殖很快。

西藏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今年 1月 24日，《西藏自治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由西藏自治区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

西藏首部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法规，

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在建设中，派墨公路的环水保总投入

高达 1.1亿元，远超环水保报告设计投入

的 7539 万元。”华能派墨公路项目部

负责人杨云翔介绍，在西藏，无论做

什么项目，生态保护都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同

步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

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不断发展。

西藏加快实施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

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进各类

自然保护区建设，大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生

态建设从注重保护向主动作为转变。目前，

西藏全区有条件的 1079个“无树村”和 10.5万

“无树户”全部消除，森林覆盖率达到 12.31%，

重点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到Ⅲ类以上标准，

地 级 以 上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率 达 到

99.4%，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

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极大改善、

生态持续良好，西藏正在高质量

发展的大道上奋力奔跑，以

崭 新 姿 态 描 绘 发 展 新

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