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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宣传标语

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
纪 念 全 民 族 抗 战 爆 发 88 周 年 仪 式 暨《为 了

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第三版）

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流经林周县
时滋养出富饶的澎波河谷。这片沃土孕育的曲嘎
强村，如今正以崭新的姿态矗立于河谷腹地。全村
9100亩耕地、161户村民，在党建引领与政策扶持
下，积极探索并成功走出了一条“全程机械化+合作
经济”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拉萨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的鲜活样本。

春回高原，万象更新。曲嘎强村连片的高标准
农田上，五台农机正轰鸣作响，犁铧所过之处，沉睡
的土地被唤醒，焕发出勃勃生机。得益于集约化经
营，曾经零散分布的田埂已隐入历史长河，而机械化
集群作业则让春耕效率实现了近20倍的跃升——昔
日10亩地的日耕作量，如今已突破190亩。这片土
地的重生，清晰而深刻地折射出农业现代化所带来
的翻天覆地的变革。

“2023 年，曲嘎强村入选林周县‘3+3’农牧业
改革试点村，并创新推行了土地入股模式。”曲嘎强
村村委会主任白玛达娃自豪地介绍道，“村民将自
家的耕地交由村集体统一托管经营，到了年终，按
股分红。截至目前，全村50%的耕地已实现集约化
管理，我们的农机合作社更是拥有多达157台现代
化农机设备，总资产超过1850万元，农业全程机械
化率达100%。”

村民查斯便是这轮改革浪潮中的受益者之一。
他家的 15 亩土地已完全融入现代农业的版图之
中。作为农机合作社的一名驾驶员，他每日薪酬150
元，叠加土地分红与家庭务工收入，一家五口人年收
入突破10万元。“自从加入‘3+3’农牧业试点改革以
来，我们家的收入增加了不少。”查斯开心地分享道，

“我们每年年底都能拿到分红，我也是农机合作社的
司机，每个月都有工资，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
大的改善。”

驾驶着农机在田里耕作时，查斯常哼起悠扬的
歌曲，歌声里饱含着对如今美好新生活的赞美。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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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 7 月 7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实地调研督导文

旅产业项目建设。这是王强在“情满拉萨河”文旅产
业项目施工现场调研督导项目建设工作。

拉萨融媒记者 多吉吉布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大索朗曲珍）7月 7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强到“情满拉萨河”文旅产业项目施工现场，
实地调研督导项目建设工作。

他沿着施工区域一路步行，详细了解施工进度、工艺
材质、质量把控、施工难点等情况。强调，要抓质量铸精
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因地制宜优化项目设计，严格
把控施工流程、建材质量，用匠心精神雕琢项目每一个
环节，精细化打造每一个景点、景品，力争完美呈现预期
效果。要盯细节促协调。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与交叉项目相衔接、与城市家具相匹配，一
体化打造，提高项目契合度，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相得
益彰。要优工序提效率。结合项目施工特点，调整优化
施工工序，有机合成施工内容，强化各环节协调配合，加
强施工全流程监管，确保项目安全、高效、高质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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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讯 近日，自治区党
委书记王君正在调研自治区成立60
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作时强调，要
充分认识办好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庆祝活动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参与度，持续增
强获得感幸福感。

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是西藏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以王君正书记为班长的自治
区党委高度重视，先后召开自治区
党委常委会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等，
统筹谋划、系统部署，认真研究、强

力推进，建立工作机制，压实职责任
务，狠抓督促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取
得积极成效。

在自治区党委的高位推动下，自
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项目西藏革命
建设改革纪念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西藏医院、西藏大学教育城校
区、自治区藏医院改造提升、拉萨市
旁多饮水工程和7市地市政道路等
项目整体有序推进。项目建设怎么
样？筹备进展如何？王君正十分关
心。来到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
王君正看展板、听介绍，详细了解项
目建设进度、展示陈列、要素保障等
情况，对前期工作给予肯定，对各级

各有关部门及施工单位付出的辛勤
劳动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把握原
则、聚焦主题，突出重点、精准发力，
切实通过大庆系列活动充分展示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
放、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
新时代以来各个历史阶段的壮阔历
程与巨大成就，充分彰显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
证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英明正
确，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不断增强各
族人民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王君正强调，办好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是全区各级各部门的重
要职责和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
局和战略高度，坚持把办好庆祝活动作
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增强大局意识，树
牢全局观念、系统思维，高质量、高标
准、高效率做好筹备工作，确保庆祝活
动成功、圆满、安全。科学统筹推进，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流
程、全要素、全方位查漏补缺，在细节上
下功夫、于细微处见品质，梳理完善各
类方案，坚持任务清单化、清单具体化，
一项一项往前推，一环一环抓落实，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 （下转第三版）

王君正在调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作时强调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坚持全国一盘棋，相互帮助，特别
是沿海地区要帮助西部地区，发达地区
要帮助欠发达地区，都要找准角色。”对
口支援是党中央着眼西藏、青海工作大
局作出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力
度、更实举措谋划和推进对口支援工作，
开创了工作新局面。2022年盛夏时节，
青藏高原迎来新一批特殊的建设者——
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

三载寒来暑往，来自全国不同地区、
行业的援藏援青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
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世界屋脊、建功
雪域高原，同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团
结奋斗，以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谱写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携手
共同发展的壮丽篇章。

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

青海西宁，巍峨的元朔山下，果洛西宁
民族中学的红墙映衬着高原湛蓝的天空。

2022年 7月，来自上海的七位教育
工作者跨越山海奔赴这里，以教育援青
为纽带，在雪域高原播撒希望的种子。
三年来，他们不仅为学校带来71.43%的
本科上线率，更构建起涵盖教学改革、师
资培养、文化传承的立体化支援体系。

“上海援青教师以不低于 1∶3的比
例与本地教师建立结对关系，受援地每
年选派有发展潜力的校级领导及学科骨
干赴沪进行岗位实践与研修，系统提升
管理能力、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上海
市第五批援青人才、果洛西宁民族中学
校长常途说，外地教师“走进来”，青海教
师“走出去”，传统的教育支援升级为东
西部教育协同发展的双向赋能。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温暖。”

今年5月 21日，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最高的地级市西藏那曲迎来医疗事业的
新突破——那曲市人民医院获授“国家
胸痛中心（基层版）”认证。急性胸痛患
者的救治时间压缩至 30 分钟内，一条

“家门口的生命通道”就此打通。
这背后，是辽宁省医疗援藏团队推

动的“大那曲胸痛中心网络”建设。针对
高原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的现
状，援藏专家创新性提出“1+9+N”模式：
以那曲市人民医院为核心，带动 9家区

县医院建立胸痛救治单元，并辐射全市乡镇卫生院，实现基层首诊、远程预
警、分级转运、中心救治闭环体系。

“就像在藏北草原上撒下一张‘心电监测网’，让每一例胸痛患者都能在
诊疗中被精准识别、科学处置。”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
那曲市人民医院院长贾祝强说。

唐古拉山脉另一侧，同样是医疗领域，新的重大进展也正在青海发生。
2025年4月，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通过三级综合医院验收，青藏高
原自此实现地市级三级医院全覆盖。

医院里，9台山东捐赠的血透机昼夜不息运转，有效解决了透析患者治
疗远、难、贵的问题；鲁青眼科成为青甘交界地区的“光明灯塔”，吸引着周边
患者慕名而来……曾经饱受白内障治疗、尿毒症透析不便等问题困扰的患
者，如今可以在家门口获得高效实惠的治疗。

“我们的使命不仅是竖起三级医院的牌子，更要在雪域高原上建起守护
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山东省医疗人才“组团式”援青工作队队
长、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洪光说。

近年来，在多方支援力量持续赋能之下，青藏高原医疗事业实现跨越式
发展：先进诊疗设备一应俱全，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撑；“师傅带徒弟”

“团队带团队”培养模式，带动本土医疗人才持续提升技术水平；医院管理模
式持续优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西藏、青海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与进步，促进了各民族同胞健康福祉的共享。

三年来，援藏援青工作始终以增进民生福祉为重，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
生答卷——在西藏，80%以上援藏资金向基层民生倾斜，累计实施1400余
个民生项目，构建起覆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立体支援网
络；在青海，20家州县受援医院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300余项，成功救
治急危重症患者18.27万人次；高等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小学校园焕发
现代化新颜，一支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快速成长……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让各族群众从心底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

心手相牵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
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入夏季，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黄河水澄澈如
碧，白墙彩檐的藏式民宿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水之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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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调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
作。这是王君正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观看陈列的展品。

西藏日报记者 白玛泽旺摄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调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
作。这是王君正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纪念馆了解相关工作进展。

西藏日报记者 白玛泽旺摄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