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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7版）
类似的民族团结佳话同一时间也在湖

北武汉传颂。春节期间，有62名西藏学生的
家长到武汉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孩子，因为疫
情滞留在学校周边。

武汉市教育局为他们协调安排免费食
宿，学生家长也成立临时党支部，帮助搬运
蔬菜等物资。临时党支部书记巴桑次仁说：

“这次疫情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温暖力量。”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
点必须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

将每年 9 月作为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
进步宣传月；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今年 1 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创建条例》在自治区人代会上全票通
过，并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西藏贯彻
党中央“依法治藏”重要原则的立法举措。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藏兴业创业，许
多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其他省区市就业，西
藏民族团结基础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深入人心。

——神圣国土得到守护，幸福家园安定
祥和。

沿着曲折的帕里河逆流而上，穿过河
谷、险滩、悬崖，站在雪山顶上极目远眺，一
个形似“堡垒”的村落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
乡巴卡村。雪峰矗立，山高谷深，这里是西藏
最难抵达的边境村庄之一。

45岁的次白益西和妻子顿珠桑姆今年
一开春，就从阿孜冬季牧场迁回边境小康村
的新房里。新房卧室、客厅、厨房、储物间、厕
所划分合理，宽敞的院落能种菜养花。

“这得益于国家实施的边境小康示范村
项目。现在我们吃穿不愁，家园越来越美，政

府还发放边民补贴。”次白益西说，“我们安
心守边的信心更足了。”

2018年以来，西藏大力实施以“神圣国
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
振兴战略，边境地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广
大边民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守护
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平安。

——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不断筑牢。

2019 年底，双湖县约 2900 人向南跨越
近千公里，搬迁到了雅鲁藏布江北岸。这是
西藏极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规划的一部分。
退出的土地，将“归还”给大自然。

曾饱受风沙侵扰的雅鲁藏布江山南段，
如今已形成一道长160多公里、平均宽约1.8
公里的“绿色长城”，成为极高海拔地区群众
远离恶劣高寒天气的新家园。这是西藏生态
建设发挥社会效益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切实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生态保护提出的要
求，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区45%的区域列
入最严格保护范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教育医疗事业不断进步，为长远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排排藏式风格浓郁的教学楼里，电子
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备一应俱全，塑胶跑
道、篮球场上人影攒动。

位于拉萨教育城的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是
全国率先实行“组团式”援藏的学校，由江苏省
人民政府投资建设，2014年9月1日正式开办。

“就教育现代化条件来说，即便放在江
苏省，学校的硬件建设也是一流的。”拉萨江
苏实验中学校长马华说，学校目前有 20 名
教师“组团式”援藏，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德
育主任、教务主任均由援藏教师担任。

得益于先进的教学理念，拉萨江苏实验
中学中考成绩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位

列拉萨第一，被誉为“家门口的内地西藏班”。
新时代的西藏，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努

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要求，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
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各族人
民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近年来开展的教育、医疗等人才的“组
团式”援藏工作，为西藏各族群众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自2015年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
实施以来，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多家附
属医院以及7省市已选派800多名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助西藏，共创建6家“三级甲等”
医院，帮带721个医疗团队2031名本地医务
人员，填补千余项技术空白，实现 371 种大
病不出藏。

高原人民更不会忘记，为了西藏的发
展，20多年来，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
的援藏干部带着党中央的深切关怀，舍小
家、顾大家，为雪域高原奉献出青春。

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传颂着携手奋进
的动人故事。

2019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1697.8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9年的1.74亿
元增长了约205.8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7410 元和 12951 元，
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初期的35.5岁提
高到70.6岁，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屹立于地球之巅。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
贵的是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儿女不断为“老西
藏精神”注入新时代内涵，团结一心、同舟共
济，撸起袖子加油干，携手奋进新时代。

生活在这片古老而神奇土地上的人们
坚信：明天一定更美好！

（新华社拉萨8月27日电）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上接1版） 在技术创新
与流程革新结合下，该中
心还成功实现零死角采集
登记数据，一分钟查询实
物档案，二维码解读登记
状况，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登记手续。到2019年底，
该中心登记业务实现了
95%“最多跑一次”，其中
50% 以 上 的 业 务“ 零 跑
腿”。该中心因此两度获
得中国地理信息优质工程
金奖和湖南省首届管理创
新奖。

今年 3 月，该中心担
负起市本级的农村房地一
体测绘和权籍调查工作。
面对疫情防控和“农房确
权”紧迫繁杂任务的双重
压力，该中心继续坚持创
新引领，以改革为动力，依
托大数据和无人机等先进
技术，开发出1：1000和1：

500的三维全要素地形地
貌底图，为精准、快捷做好

“农房确权”和不动产统一
登记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担负市本级不动
产登记职能的同时，该中
心还紧锣密鼓筹建邵阳
市卫星应用遥感技术中
心，利用无人机，综合运
用北斗、GPS、GLONASS
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赶
制三维技术底图。这一
新技术的运用，能 360°
全视角查看到底图上的
附着物立体图景，测量其
长、宽及海拔高度，计算
出实际面积，并能查询历
史沿革资料及变迁情况。

目前，该中心又在开
展电子不动产权证的开发
工作。电子证书一旦投入
运用，将会极大方便权证
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