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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广袤无垠的藏北草原上，象征幸

福吉祥的格桑梅朵成片绽放；蜿蜒流淌的

雅鲁藏布江畔，郁郁葱葱的树木连成绿的

海洋；高山峡谷中，复兴号动车组往来穿

梭；崇山峻岭间，电力和网络天路向远方延

伸；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住有所居、幼有

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雪域高原焕

发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70 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

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

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

实现全面发展，城乡面貌今非昔比。

社会制度大跨越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

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翻开了西藏

历史崭新的一页。

“正是因为和平解放，我们才真正掌握

了自己的命运。”坐在“西藏解放第一村”昌

都市江达县岗托镇岗托村宽敞明亮的家

里，83岁的老人泽旺平措说。

和平解放以后，党中央在西藏领导百

万农奴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旧西藏

封建农奴制。1965 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

立，巩固了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伟

大成果，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跨

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根

据西藏实际，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

西藏发展的政策，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谈起新西藏带来的变化，拉萨市城关

区娘热街道加尔西村的索朗次仁感受颇

深。“常听快 80岁的爷爷讲旧西藏的苦，与

他相比，我一出生就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

幸福。”索朗次仁由衷感叹。

在村里工作多年，索朗次仁见证并参与

了新时代新西藏的建设实践。“脱贫攻坚等

惠民政策带给村子深刻的变化，加尔西村的

发展日新月异。”索朗次仁说，现在，村里家

家住上了安全舒适的好房子，户户都有天然

气和自来水，柏油路通到了家门口，80%的家

庭还有小汽车，孩子上学包吃、包住、包学习

费用，看病有医保，人人有社保；通过发展集

体经济每户每年还能分红。

“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和平解放

西藏的基础上发生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

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新西藏带来的不仅

仅是衣服和食物，也带来了求学和发展的

机会，更带来了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对梦

想的追求。”索朗次仁说。

基础设施大提升

崇山峻岭间，高原“绿巨人”复兴号动

车组奔驰向前。今年 6 月底，川藏铁路拉

萨至林芝段正式通车，西藏铁路进入了动

车时代。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2014年，

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通车；2021 年，拉林铁

路通车。

在世界屋脊上筑路有多难？以拉林铁

路为例，90%以上的线路行进在海拔 3000

米以上，47座桥梁，121座隧道，山高谷深，

地质地形条件极为复杂，高地温、强岩

爆……就是在这样最难筑路的地方，十余

年间，铁路线不断延伸，成为各族群众的幸

福线，成为西藏腾飞的发展线，见证着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奇

迹，不断夯实着西藏发展的基础。

去年底，距离拉萨上千公里的阿里地

区再也不用为缺电而烦恼了。随着第四条

电力天路阿里电力联网工程的正式投运，

西藏形成了覆盖全区 74 个县、300 多万人

口的统一电网，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的缺

电问题。

“今年开始，我们酒店每个房间都配备

了热水器、空调、烧水壶等电器。”西藏阿里

地区阿里大酒店负责人王宇说，发展环境

越来越好，生意也越来越好。

70 年间，从西藏和平解放时发电能力

几乎为“零”，再到青藏、川藏、藏中、阿里电

力联网工程 4条“电力天路”接连贯通形成

统一大电网，西藏电力事业蓬勃发展。

70 年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63 万亿

元，近几年援藏省市总计投入了 693亿元，

其中投资 5900多亿元建设了青藏铁路、贡

嘎机场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有力推动

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人间奇迹。

除了传统产业，高新数字产业也在西

藏蔚然兴起。西藏信息化指数从“十二五”

末的 63.3 增长到 75.8。截至 2020 年底，西

藏首个云计算中心获评国家绿色数据中

心。首条计算机整机生产线落地建成。西

藏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超过 300 家，

数字经济规模突破330亿元。

如今的西藏，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

质量转变。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加速推

进，县乡村全部通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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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村通光纤率、4G 信号覆盖

率均达到 99%。“十三五”期间，西藏旅游文

化等七大产业实现增加值超 1900亿元，绿

色环保、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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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面貌大改善

和平解放前，西藏全区万人以上城镇

只有拉萨，城镇总面积不足 10 平方公里，

城市功能十分单一、基础设施极端落后。

和平解放后，西藏大力推进城镇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

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市间综合交通

体系不断完善，拉萨、那曲、阿里狮泉河镇

和14个县城实现集中供暖。

在海拔 4500多米的那曲市，宽阔的道

路上车水马龙，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公园广

场人来人往。经过 70年发展，那曲主城区

建成面积已达到 17 平方公里，城南、城北

新区建设初具规模。在海拔如此高的那

曲，不仅有集观光、休闲、采摘、研学于一体

的智能温室大棚，还建设了恒温游泳池，吸

引了广大市民。随着城市的发展，人民的

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70 年间，西藏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全

面改善，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

灯、从土路到油路的进步。从西藏山南市

加查县出发，沿着雅鲁藏布江边驱车 15公

里便来到了共康村。一到村口，“幸福是奋

斗出来的——共康欢迎您”的红色大字格

外醒目，村内红顶白墙的藏式民居井然有

序，村旁阡陌纵横的农田里青稞随风摇

曳。村民扎西卓嘎说，村里街巷道路都进

行了硬化，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栽种了果树

花卉，太阳能的路灯让大家夜里出门更方

便了，牲畜集中圈养也让村里环境整洁、空

气清新了。人畜分离、垃圾分类、林木成

荫、溪水环绕……2019 年共康村还被评为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在西藏，像共康村这样的村庄比比皆

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西藏不断完善

城乡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各族群众的

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今，360 多万高原儿女正蓄势发力、

开拓创新，以新的跨越发展实现新的辉

煌，在加快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西 藏 的 征 程 上 奋 力

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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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来，中央政府和援藏省市加

大投入，在西藏实施了一大批重大工程

项目，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经略西藏 70 年，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是西藏工作的纲和魂，西藏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肩负起时代

重任，增强全局意识、系统观念，全面

落实好“八项工作要求”和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

发展，西藏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扬长避短，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

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

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全面推进脱贫

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提

高发展质量上下功夫。要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着力构建以铁路、高等级公路和

运输机场为骨干，普通国省道为主体的

综合交通体系。

要从最具特色的产业和最具活力的

企业着手，大力发展旅游文化、高原生

物、绿色工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数

字、边贸物流等特色优势产业。要补短

板、强弱项，创新有利于农牧民广泛参

与的业态模式，积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

示范园规划建设，提升商品化加工增值

能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促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要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充

分发挥西藏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势，做

强以水电、太阳能为主的清洁能源产

业。加强电力外送通道的规划与保护，

统筹清洁能源建设时序。打造金沙江上

游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

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主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香格里拉

经济圈等。着力打造“中国西藏旅游文

化国际博览会”等对外交流平台和品

牌 ， 加 快 打 造 面 向 南 亚 开 放 的 重 要

通道。

同时，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

球第三极生态。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要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严格落实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方案，严格执行西藏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加快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不断完善生态制

度体系。

每逢节假日，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总会迎来

不少市民和游客。人们在山腰的“布宫镜湖”观赏布达

拉宫的美丽倒影，在山顶俯瞰拉萨城区的全貌。

任豫塬在拉萨生活了 11 年。在她的印象中，以前

的南山是“荒山”。如今，南山上花儿随风摇曳，树木

郁郁葱葱，四周都是怡人的绿色，她切身感受到了拉萨

“绿色围城”工程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绿色围城”是拉萨市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城市绿化

工程，旨在提高市民的绿色感受度和生态获得感。工程

包括南北西环道景观绿化工程、生态景观廊道建设、城

市游园建设、山体生态修复试点工程等。自 2012 年启

动南山造林绿化工程以来，拉萨先后在不同海拔高度、

立地条件的南山片区，分别开展了春季、雨季和秋季人

工造林试验，有针对性地试种了不同苗木来源地和不同

规格的乔木、灌木 20余种，成功实现了“树上山”，也

在西藏实现了海拔3900米人工造林“零的突破”。

南山造绿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拉萨市植树造林的热

情。2018年 2月，与南山遥遥相对的拉萨北山也开始荒

山染绿行动，3 个月时间就栽植苗木 64959 株，让面积

2651 亩的山体披上了“绿装”，远远望去，梯田染

绿，在北环线上构筑起了生态屏障。据拉萨市林业局

专家介绍，“绿色围城”工程的实施在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固碳释氧、净化空气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生

态效益。

城市一点一点绿起来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享受

到了生态改善带来的宜居生活。“推门看得见绿、散步

走得近绿、休憩摸得着绿”已经成为拉萨市民生活的常

态。近年来，拉萨市按照居民出行 300 米见绿、500 米

见园的标准和“大游园提升城市形象、小游园方便群众

生活”的要求，因地制宜改造公园和绿地，为市民们营

造了便捷、舒适、优美的公共绿色活动空间。

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拉萨市全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南北山造林、山体修复取得新突破，良好的生态

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健康文明绿色生活成为社会

风尚。

绿色为拉萨增添幸福底色
本报记者 贺建明

谱写雪域高原发展新篇章
代 玲

图① 3月从南山公园俯瞰拉萨城。

图② 羊卓雍措。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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