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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雪
域儿女世世代代铭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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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
西藏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
结，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
前程。

从 1951 年到 2023 年，历史如何定义
雪域高原这翻天覆地的72年？

——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
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人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
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建立起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消除了困扰
高原数千年的绝对贫困，与全国人民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回望来时路，几多沧桑；踏上新征程，
意气风发。如今的雪域高原，经济繁荣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
活幸福，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阔步前进！

历史的必然

5 月的拉萨，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
荣。缓缓流淌的拉萨河波光粼粼，河畔中
华文化公园里游人如织。满头白发的农
奴后代旦增拉姆，在大型雕塑《十七条协
议》前久久驻足。抚今追昔，她感慨地说：

“没有70多年前的西藏和平解放，就没有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旦增拉姆出生在西藏措美县当许
村。在父辈的记忆里，旧西藏的当许村有
100 多户农奴，他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
蔽体的生活。

旦增拉姆说，他们住的是牛圈边一根
柱子撑起的破“房子”，遮不住雨雪，也阻
挡不了寒风。旦增拉姆父亲回忆，在旧西
藏，全家人就没有吃饱过，“每天从早干到
晚，只能领两小勺糌粑。”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
占人口约 95%的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
削和政治压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副所长肖
杰说，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

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
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
潮流。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的成立让
全国各族人民倍感振奋，解放西藏也成为
广大人民的呼声——十世班禅致电中央
政府，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
国主义势力”。

1951 年 5 月 23 日，以《十七条协议》
的签订为标志，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
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
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
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边巴拉姆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
大胜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
折，西藏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断创造发展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出
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多次对西藏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亲临西藏看望各族干部群众，推动
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
成就。

道路决定命运。新西藏72年的历史
昭示，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需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一旦走上这条康庄大
道，又会写就何等壮丽的诗篇。

人民的期盼

在西藏阿里地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服务中心，70余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他
们或是坐在屋外沐浴暖阳，或是喝着甜茶
嬉笑聊天，生活有滋有味。

2015 年 12 月，国家投资 3000 余万元
建起阿里地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
心，同时配套了按摩理疗室、食堂、洗衣房
以及医疗服务区等多种设施，还安排专人
提供服务。

阿里地区噶尔县昆莎乡74岁的次仁
拉松老人膝下无子，生活无法自理，5 年
前搬到这里生活。“护理员经常帮我们洗
衣服、剪指甲、洗澡，我们心里暖暖的。”次
仁拉松喝着酥油茶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深切关怀下，西
藏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年财政收入
的80%以上投入到民生领域，搭建了涵盖
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全面保障体系。

春风化雨入高原。顺应民意、保障民
生、凝聚民心，西藏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实践，镌刻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张张基层
农牧民的幸福笑脸，绘就色彩斑斓的小康
生活。

今日西藏，人民发展权得到充分释
放 。 2022 年 ，西 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2132.64 亿元。而 1951 年西藏地区生产
总值仅为 1.29亿元。一座座现代化城市
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
片片产业园区朝气蓬勃，早已不是和平解
放前破败不堪、万物凋敝的惨淡景象。

今日西藏，人民生存权迈向更高水
平。2022 年，西藏粮食、蔬菜、猪牛羊肉
产量分别达到 107.34 万吨、81.58 万吨、
28.29 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生活在社会
主义新西藏的各族人民，早已不用担心食
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何吃得更营养、更健
康成了“新烦恼”。

今日西藏，人民健康权实现跨越发
展。2022 年，西藏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5.49
张、7.18 人，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
35.5岁增长到72.19岁。

今日西藏，人民教育权得到充分保
障。截至目前，西藏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
15 年公费教育，建成各级各类学校 3339
所，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达92.2万人。上
学再也不是和平解放前贵族子女的特权。

今日西藏，人民政治权利有效行使。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共
有2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16
名，占66.7%；全区42153名四级人大代表
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9.2%。他们几
乎都是旧西藏百万农奴的后代，如今成为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的践行者。

新起点新征程

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的西巴
村，是一个珞巴族聚居村，和平解放前，这
个以刀耕火种、狩猎为生的古老部落仍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

“短短70多年，我们珞巴族就实现了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跨越，这都要
感谢党。”村民安阳丽笑着说道，“现在我
们村居住着珞巴族、藏族、汉族等18户64

人，依靠水果、茶叶种植，发展生态旅游以
及外出打工，村民日子越来越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
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
评价说，西藏各族人民如今共享发展机
遇，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少数民族边疆地
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取得的成就堪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
奇迹。

如今，迈步新征程的西藏，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笃定自信，围绕做好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勇
前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西藏正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强。2020年
5月1日，《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创建条例》正式实施，西藏成为全国首
个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以民族团结为主
题的模范区创建省份。

——以川藏铁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
大项目加快推进，西藏在高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上稳步前进。复兴号列车开上雪
域高原，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
镇，建制村通光纤率、4G 信号覆盖率均
达到99%。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坚
决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如
今，高原上动植物栖息环境明显改善，生
物多样性稳步提升，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
部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
准，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9%以上。

——情重如许，誓言若山。在绵延数
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以卓嘎、央宗姐妹为
代表的万千西藏守边群众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守护着脚下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建
设美丽家园，拱卫好祖国西南边陲。以重
点领域、重要方向、重大项目为突破口，西
藏加快实施抵边安居、基础设施提升、民
生改善、产业兴边、沿边开发开放、民族团
结聚力、守土固边工程。

当前，西藏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
各族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笃定前行，必将创造更加绚烂美好的未
来。（记者沈虹冰、翟永冠、白少波、李键、
王泽昊）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笃定前行
——西藏和平解放72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记者陈尚
才、田金文）23 日 12 时 30 分许，2023 年珠
峰科考 13 名登顶队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
珠穆朗玛峰。之后，他们将完成峰顶雪冰样
品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这是我国珠峰科
考继2022年之后，再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
拔高度。当日，科考队员在珠峰峰顶利用科
学仪器，采集珠峰峰顶的雪冰样品，用于分
析气候环境指标。

固定钢筋绳索，更换蓄电池，安装风速
风向传感器……当日凌晨 3 时，科考队员
从海拔 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历经 8个
小时攀登，抵达海拔8830米的世界海拔最
高自动气象观测站。经过约 1 个小时紧张
工作，气象站零部件升级工作全部完成。

“自动气象观测站维护升级，重点考虑
了极端环境下电池续航问题，在海拔6500
米以下观测站新增了降水量观测，以获取
更全面的气象观测资料。”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标说。

“今年科考具有更大的学科涵盖面，科
考队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仪器设备也更
加高端，特别是和探月工程合作创新的新
型电池，将为峰顶极端环境仪器设备运行
提供可靠能源供应。”2023 年珠峰科考现
场总指挥安宝晟说。

我国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峰
将完成峰顶雪冰样品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

▶5 月 23 日，2023 年珠峰科考登顶队
员在冲顶。 新华社特约记者 拉 巴摄

新华社南宁 5月 23 日电（记
者陈露缘）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获悉，作为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标志性工程、西部陆
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5 月
23 日全线动工建设。平陆运河连
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
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

运大通道。
平陆运河起点位于广西南宁横

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
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
长134.2公里，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
为8900万吨。工程主要包括航道、
航运枢纽、水利设施改造以及沿线
跨河配套工程建设，工程总概算约
727亿元。

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推进

据新华社罗马5月22日电（记
者贺飞）联合国粮农组织22日在该
机构位于罗马的总部举行 2023 年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授证仪
式，向新认定的24个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颁发证书。中国 4 地被授予
证书。

自 2018 年上一次授证仪式以
来，粮农组织又新认定了24个遗产
地，它们来自巴西、中国、厄瓜多尔、
伊朗、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
摩洛哥、西班牙、泰国和突尼斯。其
中，中国的 4 个遗产地分别是河北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福建安溪

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
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浙江庆元林-
菇共育系统。

截至目前，获得该机构认定的
遗产地总数达74个。

22 日 恰 逢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授证
仪式上致辞时指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系统堪称“生物多样性宝
库”，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天予以
强调，有助于推动各方“增进对生物
多样性问题的了解和认识，表彰当
地社区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出的
贡献”。

联合国粮农组织为新认定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授证
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等被授予证书

（上接第一版）深入推进“百校千企”
产学研用合作系列活动，吸引京津
科技成果在我省转化。

坚持把检视整改贯穿始终。围
绕4个方面、8种渠道梳理检视问题
16 项，逐一细化举措列出落实清
单，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包联专班
每月下沉企业、项目一线，对企业反
映的问题，逐项建档立卡，依托省工
业经济运行联席会机制，推动相关
部门从快解决。同时，坚持“当下
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对主题教育
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

式固定下来。
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结合主题

教育，进一步推动思想大解放、能力
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
充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历史
机遇，组织实施制造强省、县域特色
产业集群“领跑者”和“全球设计·雄
安发布·河北制造”三大工业场景行
动，扎实推动九大工业主导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争取用最大力
度拼出最大增量，全力以赴把工业
立起来。

服务企业 全力以赴把工业立起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
者于文静）农业农村部22日召开全
国远洋渔业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对
全面加强和切实改进海洋渔业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部署，要求把风险排
查、日常监测、应急处置等抓细抓实
抓到位，尽最大努力降低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把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安全生产
作为农业安全生产领域最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全面加强和切实改进
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鲁蓬远渔 028”渔船
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发生倾覆后，农
业农村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与相关部门和省份密切沟通联系，
尽一切可能搜救失联人员，同时举
一反三开展全国渔业特别是远洋渔
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派出 5
个由部领导带队的督导组，到 9 个

远洋渔业重点省（区、市）开展督导
检查。

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全面排
查风险隐患，对所有远洋渔船一艘
一艘“过筛子”式进行检查，对载人
10人以上的海洋渔船逐项排查、逐
船登记备案，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台
账，既要全面排查共性问题，也要针
对性梳理个性化风险，抓紧整治整
改，全力提升渔船作业安全系数。
要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特别是企
业的主体责任，认真履行部门监管
责任，务求通过严格排查整治形成
有力震慑，倒逼经营主体从源头上
重视解决风险隐患。

会议提出，要全面提升出海作
业渔船的安全生产防范能力，坚持
物防、技防、人防多管齐下，重点在
改造提升渔船硬件设施、强化现代
信息手段运用、突出抓好船员教育
培 训 、建 强 监 管 队 伍 等 方 面 下
功夫。

农业农村部部署全面加强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对载10人以上海洋渔船
逐项排查逐船登记备案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魏弘
毅、张辛欣）记者23日从工信部获悉，近
日，工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等有关部门以及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同编
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明
确到2025年，京津冀产业分工定位更加
清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综合实力
迈上新台阶，协同创新实现新突破，转型
升级取得新成效，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
完善，培育形成一批竞争力强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协同机制更加
健全，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对京
津冀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产业发展高
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产业
协同发展的任务更迫切。近年来，京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取得标志性成果，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2年底，京津冀
地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1100多家，占全国比重达到12%。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扎实推
进京津冀产业优化分工布局、协同创新、
高端智能绿色化发展、优质企业群体培
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等，将京津冀打造成
为立足区域、服务全国的先进制造业创
新发展增长极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推进过程中，把握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坚持协同创新、开放合作，坚持分工
协作、优势互补，坚持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四方面原则。

据介绍，聚焦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将加快推动包括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和生
产力布局、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等八方面重点任务。在优化区
域产业分工和生产力布局方面，着力支
持京津冀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专项行动，建立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机
制，聚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

等重点领域，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在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方面，协同培育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氢能、工
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机器人等六条
重点产业链。

这位负责人表示，将从强化组织领
导、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协同、健全
协同机制、做好监测评估等方面加强措
施保障。其中明确，在京津冀地区探索
实行产业协同链长负责制，探索建立跨
区域重大项目、园区共建的协同招商、落
地实施、利益分享机制。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印发
力争到2025年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郑明达、朱超）中国—中亚通讯社论
坛 23 日在北京举行，其间举行了

《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密码——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和实践
价值》俄文版中亚首发暨视频版智
库报告发布仪式。

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主
持仪式。他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
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
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也是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关键
所在，为破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探寻
答案，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持续提
供发展动力。这份俄文版智库报
告是新华社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国

际传播上的重要成果之一。报告
首次面向中亚国家受众发布，将为
各方进一步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
提供权威解读。

出席论坛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五国媒体机构负责
人表示，中国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多经验
都值得各国学习借鉴。希望通过这
份报告更加深入系统地了解习近平
经济思想，也希望双方媒体加强智
库研究等领域合作，为本国和地区
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 3 月上旬，新华社国家高
端智库在北京发布这一智库报告中
英文版。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质
和 实 践 价 值 》俄 文 版
中 亚 首 发 仪 式 在 京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