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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6周年宣传标语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玛）4
月7日，记者从拉萨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2024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4年，拉萨市统筹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市经
济运行低开高走、持续回升，经济总
量、增量和增速均居全区第一，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各族群众生活质
量稳步提升。

据新闻发言人、拉萨市统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罗燕介绍，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拉
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0.0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3.20亿元，同比
增长7.9%；第二产业增加值386.57亿
元，同比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
570.27亿元，同比增长5.1%。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农产品供应
充足。2024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29.58 千公顷，同比增长4.3%；实现
粮食总产量 17.31 万吨，同比增长
5.4%；蔬菜及食用菌产量达到27.98
万吨，同比增长0.9%；全年肉蛋奶产
量18.55万吨，同比增长0.2%。

工业经济较快增长，行业增长面
总体良好。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国有企
业同比增长13.0%，集体企业和股份制
企业分别同比增长12.8%和15.8%；全
市八大主要行业呈现“6增2降”。全市
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投资领域稳中有升，工业投资支撑
有力。2024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21.4%。第一产业投资和第二
产 业 投 资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7.7% 、
100.9%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下 降
10.1%。工业投资支撑有力，全市工业
投资同比增长102.3%，拉动全部投资
增长21.7个百分点。营商环境进一步

优化，全市民间投资实现高速增长，同
比增长73.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网上零售加快
增长。2024年，我市果断出台《拉萨市
促经济惠民生助企业8条政策》，兼顾
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推动供需两端协
同发力。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459.36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
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68.94亿
元，同比增长8.7%；全市限额以上单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同比
增长60.0%，增速较前三季度加快16.7
个百分点，网络零售增长加快。

（下转第三版）

2024年，拉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0.04亿元
经济总量、增量和增速均居全区第一

拉萨融媒讯（记者莫瑞英）清明
节叠加周末连休，向来以独特自然风
光和深厚文化底蕴吸引游客的拉萨，
也在这个小长假展现出强劲的旅游
活力。无论是神圣庄严的布达拉宫，
还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八廓街，都能看
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的身影。

清晨，阳光洒在八廓街古老的
石板路上，五湖四海的游客纷至沓
来。街道两旁传统的藏式建筑别具
一格，街边的特色小店人头攒动，店
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藏式工艺品，从
色彩斑斓的唐卡到精致的藏毯，从
古朴的塑像到独具特色的藏银饰

品，每一件都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
情，游客们穿梭其中，挑选着自己心
仪的纪念品。同时，也有许多游客身
着藏装现场体验民族服饰的魅力。

“我对西藏向往已久，特别是对布
达拉宫、大昭寺等著名景点，通过线上
平台或纪录片了解到不少，但还是想亲
身体验一下。来到西藏，我亲眼看到了
美丽的雪山、醉人的湖泊，真是不虚此
行。”游客郭女士说。

与此同时，各处桃花打卡地也
成为拉萨旅游的一大亮点。军民
路、帕邦喀等地的桃花竞相开放，引
来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清明假期

拉 萨 文 旅 市 场“ 春 意 盎 然 ”

西藏城发莲华之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
开发以陶瓷和藏文化元素为基础的餐具、茶咖
具、陶瓷唐卡、陶瓷壁画及其他工艺品的公司。
为培养更多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公司与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等多所职业技术院校，开展可持续性
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采用“厂中校、校中厂”的
联合办学模式，培养了一批批陶瓷艺术绘画人才
和陶瓷产业工人。

图为该公司员工在创作陶瓷作品。
西藏日报记者 旦增兰泽摄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
年）》主要内容如下。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
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面对新
形势新要求，必须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为
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摆上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为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国情农情、体现
中国特色，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完善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一体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现代化，更高水平守牢国家粮食安
全底线和耕地保护红线，加快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
快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
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让
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有力支撑。

工作中要做到：夯实产能、筑牢根基，把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紧紧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短
板，打牢设施基础、技术基础、装备基础、政
策基础、制度基础，高水平把牢粮食安全主
动权。创新驱动、厚植动能，坚持创新在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化科技和改
革双轮驱动，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业创新
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农业强国建
设后劲。绿色低碳、彰显底色，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形成绿色低
碳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
农业强国的鲜明底色。共建共享、富裕农民，
注重保护小农户利益，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为重点，统筹推进产
业发展、务工就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
度，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促进城
乡共同繁荣发展，让农业强国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农民。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立足
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适应人口变化趋势，尊
重农村发展规律，从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
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入手，因地制宜、注
重实效，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

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乡村全面振兴取
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稳产保供能力巩固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万亿斤，重要农产品保持合理自给水平。农业科技装
备支撑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育种攻关取得显著进展，农
机装备补短板取得阶段性成效。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健全，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延伸拓展，农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逐步实现出行、用水、如厕便利，稳步提升污水治理、诊疗服务、养
老保障、乡风文明、产业带农水平。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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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一条绵延1500公里
的“蓝色飘带”盘旋在巍巍太行的千仞
绝壁间，见证着新中国劈山引漳、重塑
山河的人间奇迹。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
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
雄气概。”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要用红旗
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
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

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今年4月，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

周年。渠水奔涌如初，精神历久弥新
——一曲“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
地”的英雄凯歌冲破激流险滩，奏响“滚
石上山”的时代强音。

“红旗渠都修成了，还有什么
困难克服不了？”

春暖四月，南太行山花烂漫，红旗

渠哗哗流淌。
站在红旗渠干部学院讲台上，76

岁的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张买江回想
起，红旗渠水滚滚而来的那个激动人
心的下午。

那时，为解决吃水难，林县人决定劈
山太行侧，修建红旗渠，引漳河之水。正
值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林县账上只有
不到300万元，连修渠买炸药、钢钎等大
件物料的钱都不够。 （下转第三版）

“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
——写在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新华社记者 李俊 林嵬 刘怀丕

拉萨融媒讯（记者范江英）4月7
日上午，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
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研
究不动产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化解
和招标投标领域改革工作。强调，要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相统一，靶向施治、攻坚克难，以实实
在在的成果检验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成效，不断
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市领导王强、王明哲、李江新、占
堆、张定成、徐海、张春阳、马文清出席。

会议指出，民以居为安，小小一

本证，牵动万家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拿出“绝不把历史遗留问题再留给历
史”的担当和决心，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地强力整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依法
化解，确保不动产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应解尽解，真正办好群众的“心头事”。

会议强调，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改革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全市上下要用好
改革“关键一招”，紧盯突出问题、扭住
关键重点，加快健全机制、堵塞漏洞，推
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招标投标
市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时强调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实实在在的成果
检验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效

尽管已回到香港多日，但75岁
的市民梁筹庭还沉醉在不久前的西
藏之旅中。

今年2月19日，“拉萨—成都天
府—香港”首航航班降落在香港国
际机场，拉萨至香港首条地区航线
正式开通。为感受藏文化的魅力，
梁筹庭买了机票。

“放眼世界，有多少地方像西藏
这样迷人呢？”参观了布达拉宫、大
昭寺等地，第一次来西藏旅游的梁
筹庭直言“眼界大开”，“西藏是一个
值得再来的地方！我已经和很多朋
友分享了这次难忘的旅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西藏融合自
然风光、历史人文、民族风情之美，

坚持走特色化、精品化的路子，推进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把
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富民兴藏的支
柱产业。

坚持文化赋能，打造精品文旅
品牌。

星空为幕、山川为景，金碧辉煌
的宫殿前，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正
精彩演绎……3月 23 日晚，拉萨河
畔、宝瓶山下，藏文化大型史诗剧
《文成公主》迎来第十三季首演，现
场观众的喝彩声不绝于耳。

欣赏一场《文成公主》，如今已
成为很多游客来拉萨的必打卡项
目。依托《文成公主》剧目，拉萨在
剧场所在地慈觉林村打造了民族风
情街、旅游主题园，开发相关文创产
品，构建了“吃、住、行、游、购、娱”有
机融合的文旅全产业链。该剧自开

演以来，演出及园区旅游项目累计接
待游客超3200万人次，累计为当地村
民发放薪资约5亿元。

文化赋能，打开西藏文旅产业的
发展新空间。2024 年西藏文化产业
产 值 达 到 111.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8%；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6389.1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81%；实现旅游总
花费745.93亿元，同比增长14.5%。

坚持市场导向，构建全域全季旅
游格局。

“冬天来西藏，A级旅游景区免费
游览！”去年冬天，这样一条信息在社
交平台上热传，引发消费者广泛关
注。为持续推动旅游淡季不淡、旺季
更旺，西藏已连续 7 年开展“冬游西
藏”活动，推出一系列“奖补惠”政策，
吸引更多游客。

为推动旅游业实现从“一地一

季”到“全域全季”的转变，西藏突出
区域联动，着力提升 G318 等进出藏
主干道沿线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持续改善游客出行体验；突出精
品特色，打造“滇藏公路世界屋脊风
情自驾之路”“拉萨城市漫游”“最美
天湖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开展

“冬游西藏”等活动，持续丰富产品
供给。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西藏正
加快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
世界旅游目的地。今年，西藏将深入
实施特色文旅产业培育工程，打造一
批精品景区、文旅廊道和旅游名县，促
进旅游与体育、农业、交通、商业等领
域深度融合。到今年底，争取实现文
化产业产值增长20%以上，接待国内
外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
17%和16%以上。

西 藏 多 措 并 举 发 展 文 旅 产 业
人民日报记者 袁 泉 琼达卓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