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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宣传标语

加 强 民 族 团 结 ， 建 设 美 丽 西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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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
规律，坚持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
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
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
城市发展能级、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宜业宜
居水平、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水平、生态环境
质量大幅提升。

系统谋划 统筹城市发展方向

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绿植环抱、花朵争
艳，办公区建筑充满现代感。经过近几年规
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民生保障、交通
效率、绿色空间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宜居之城”正在加速崛起。
城市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统筹

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
在发展结构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

大结构；在发展环节上，统筹规划、建设、管
理三大环节；在发展动力上，统筹改革、科
技、文化三大动力；在发展布局上，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在发展主体上，统
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五个统筹”，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体
现了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以人为本
的价值追求。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
进。从2014年到 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从54.8%提高到67%；GDP从 63.6 万
亿元攀升至约126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2.88万元增长至近5.8万元，城镇
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0.2 年提升至约
11.5年。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到
2024年底，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326
条，运营里程 10923.8 公里，比 2013 年增加
8000多公里。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城市供
水普及率99.43%，燃气普及率98.25%，集中
供热面积115.49亿平方米。

治理创新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城市
在集聚更多人口的同时，也面临“大城市病”
的困扰。如何让城市更智慧、更宜居？

2016年，杭州城市大脑应运而生。这一
着力打造的特大城市数字治理系统解决方案
现已进入3.0建设新阶段。通过城市大脑，城
市管理者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治理
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层次城市治理
变革持续推进。

安徽安庆依托“城市大脑”探索智慧养
老服务；河南登封“网格治理+数字赋能”为提升文旅精细化、精准化服务
水平打开新空间……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为城
市治理和群众生活带来便利。 （下转第二版）

城

市

发

展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

—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城
市
工
作
会
议
精
神
述
评
之
一

新
华
社
记
者

齐
中
熙

王
优
玲

拉萨融媒讯（记者乔梁、余洋洋）
17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
委书记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城市工
作专题会，听取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汇
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理念，紧锣密鼓加快项目建设，
持之以恒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
提升城市品质，努力以新面貌、新形

象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市领导赵辉年、李江新、林勇、

王慧、徐海、张春阳出席。
肖友才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
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
力的措施，精准化、精细化、精美化
推动城市建设管理各项工作，不断

开创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要加快进度。严格按照既定时间

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
质量、安全，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堵点难
点问题，强力推进城市建设各项目加
快实施，确保工程早建成、群众早受
益。要压实责任。始终把城市建设管
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层层压实分管
责任、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
聚焦无序停车、飞线整治、亮化提升、

枯树清理、店招更换、道桥美化、环境
卫生七方面具体问题，大力践行“脚步
丈量城市”工作法，沉到一线细致摸
排、现场办公狠抓整改，全面提升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严明纪律。把党
的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贯穿于城市建
设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
强化监督检查，定期督查通报，对履职
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严肃追责问责，以铁的纪律为城市工
作保驾护航。

肖友才主持召开市委城市工作专题会时强调

持之以恒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努力以新面貌新形象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
民族进步之魂。西藏自治区成立60
年来，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在区
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对口援
藏省（市）的无私援助下，拉萨市科
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
现了蓬勃发展。2021年，拉萨市获
批“国家创新型城市”称号；2023年
底，拉萨市进入全国创新城市百强
序列。

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发展。60年
来，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
实现，拉萨市多渠道整合科技资源，
部署实施近 700 项科技项目，把发
展产业、改善民生和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实施了
现代农牧业科技支撑行动，良种选
育、栽培技术、保种扩繁等工作取得
重大突破，为加快全市农业标准化、
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机械化步伐，大
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净土品
牌”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盛夏时节的曲水县才纳乡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里，一座座现代化
温室大棚内花香四溢、果蔬飘香。
园区内的现代农业科普馆，以多种
作物栽培、示范模式以及科普“书
吧”和特色植物造景，为广大青少
年、农业从业者、景观植物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科普教育与交流展示的平
台。同时，该馆还通过引种示范与

技术研究，筛选出更多适合西藏不
同种植环境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推
动高原特色农业创新发展。

在园区种业基地，记者看到产
业工人米玛正带领群众为马铃薯新
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进行除草等管护
作业。园区成立13年来，已经发展
成为集现代农业示范、科技研发、生
态旅游、产业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
高原特色农业园区，当地群众不仅

从中尝到了设施农业带来的甜头，更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不
仅可以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务农，而
且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同时还学到了
不少瓜果、药材和花卉种植技术。”米
玛说。

“经过 13 年的发展，才纳乡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获得国家3A级旅游
景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等殊
荣，2022 年成为自治区级的科技园

区。”曲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管委会主任殷臣辉说。

科技基础力量逐步壮大。依托首
府城市产业、区位优势，加速推进平
台、人才、资金等科技资源向创新高地
集聚，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市级重
点科研基础力量逐步壮大。在全区率
先制定出台并落实科技创新平台培育
政策。 （下转第二版）

聚 力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高 质 量 发 展
——拉萨市科技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拉萨融媒记者 次 珍

拉萨融媒讯（记者满文妍、李从
芳）7月17日上午，拉萨市隆重举行
欢迎欢送北京市第十、十一批援藏
干部人才大会，热烈欢迎北京市第
十一批援藏干部人才抵达拉萨，并
欢送圆满完成任务的第十批援藏干
部人才。

涵盖教育、医疗、农业、科技、文
化等多个关键领域的102名北京援
藏干部人才中，既有经验丰富、成果
斐然的行业骨干，也有充满活力、思
维创新的青年才俊。不仅专业素养
过硬，更怀着对援藏事业的热忱与
担当，立志为拉萨的高质量发展添砖
加瓦。

北京市第十一批援藏干部人才、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副校长张柳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响应国家援藏号召
是初心使然，期待把首都‘组团式’教
育的种子播撒在雪域高原。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我们会将首都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与拉萨教育实际、

具体学情教情紧密结合，找到最适合
高原孩子的‘北京方案’本土化路
径。在京拉两地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前十批前辈们奠定的良好
基础上，我们有信心书写新时代教育
援藏的精彩答卷。”

北京市第十一批援藏干部人才
接过前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的接力棒，
将在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中，发扬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
高境界更高”的援藏精神，聚焦民生
改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多个领
域，充分发挥北京优势，推动更多优
质资源向拉萨集聚。

北京市第十一批援藏干部人才、
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一鹏
说：“今天，我们肩负北京市卫健委

‘以院包科、定点帮扶’的重托来到
拉萨，此行不仅是为了践行医者的
誓言，更是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引入北京先进的医疗资源和
管理理念、医疗经验。高原的寒风
会考验设备的精度，稀薄的空气会
挑战技术的极限——但正是这份对
技术落地的忐忑，鞭策着我们以科
学匠心守护雪域高原每一份生命的
托付。”

北京市第十一批援藏干部人才抵拉
开启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央卓）7月
17日下午，2025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拉萨高层论坛举行分论坛。来自数
字企业的众多专家围绕数字经济的
前沿趋势、创新应用及未来发展方
向展开深入研讨，探索拉萨数字经
济与产业融合新路径。

论坛上，数位专家发表了精彩
的主题演讲。基金作为产业发展的
重要助推器，在数字经济领域发挥
着引导资源、激活创新的关键作

用。江苏毅达资本合伙人周喆带来
的“创业投资基金助力数字经济产
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深入剖析
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态势，介绍了
如何通过基金赋能，助力西藏数字
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低空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新兴
赛道，为拉萨建设“数字友好城市”
提供了独特路径。西藏乙宙科技有
限公司售前产品总监姜鹏、研发总
监龚华尧立足拉萨特色，分别带来

了“低空物流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智
翼高原——低空经济数字新生态”主
题演讲，共同探讨低空经济如何赋能

“数字友好城市”建设。
AI产业作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金融领域如何与AI技术融
合创新备受关注。东方财富AI总监
曹巍带来的“妙想智启未来：AI引领
金融数智化创新与前瞻展望”主题演
讲，探讨了AI技术如何赋能西藏数字
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创新，并认

为西藏在发展数字经济、AI产业方面
地理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

分论坛现场气氛热烈。台上，各
位专家以深刻的洞察、翔实的数据
和前瞻的视角展开分享；台下，来自
政企学研各界的与会人员认真记
录，不时因精彩观点颔首赞同，现场
形成思想碰撞的热烈氛围。大家纷
纷表示，通过聆听这次主题演讲，对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发展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2025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高层论坛举行分论坛

图为曲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的现代农业科普馆，为广大青少年、农业从业者、景观植物爱好者提供
了一个科普教育与交流展示的平台。 拉萨融媒记者 次 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