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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7月24日电（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申琳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时隔十年之后，恰逢同一天，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走进林芝。

2011年7月，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率中
央代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
动。那一次，自拉萨赴林芝再到日喀则，山
高路远，一路走来感慨万千。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后不久，总书记
再赴这里。

此行，习近平总书记尽可能地多看一些
地方，多接触一些当地干部群众。从林芝到
拉萨，此起彼伏的“扎西德勒”，载歌载舞的
各族群众，哈达、热巴鼓、切玛、青稞酒，幸福
的日子宛如绽放的格桑花。

这是一份活动丰富的考察日程。
21日，林芝。尼洋河大桥，林芝市城市

规划馆，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工布公园；
22日，自林芝赴拉萨。听取川藏铁路建

设情况汇报，考察川藏铁路拉林段建设运营
情况，哲蚌寺，八廓街，布达拉宫广场，西藏
人民会堂，观看民族文艺演出；

23日，拉萨。会见接见西藏有关方面代
表并合影，出席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
汇报会并作重要讲话。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里，惦
念着这里的乡亲们。一路上，触景生情。“目
睹了雪域高原美丽壮观的风采，生机勃勃的
新气象，感到高兴！”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
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
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
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实践证明，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
的。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这在党
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就是要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
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雪域高原的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
问！”

西藏的路：
已不是只有藏地雄鹰才能飞过

观西藏之变，从路开始。
世界屋脊，千年冰雪、崇山峻岭。地质

条件复杂，加上高寒缺氧，这块西南边陲在
漫长的岁月里被形容是“只有藏地雄鹰才能
飞过的地方”。

解放前，放眼西藏竟没有一条能走汽车
的路。当10多万筑路军民苦苦鏖战，终于在
1954年将川藏、青藏公路修到拉萨时，这一
刻，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多少人魂
牵梦绕，热泪盈眶！

路，于西藏而言，是奇迹，是改变，是希
望。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西藏终于
通了铁路。第二条进藏“天路”，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在关心的川藏铁路。在北京时，
他为这件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
究部署、多次对推进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2日一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川藏铁路
的重要枢纽站——林芝火车站。

站台上，两块展板，如拼图拼成一条蜿
蜒铁轨。跨高山峡谷、过大江大河，川藏铁
路这两段线路有着世所罕见的难度。

一条是拉萨至林芝段。这是西藏首条
电气化铁路，上个月开通运营后，将两个城
市见面的时间缩减到3个多小时。

还记得1998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
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入藏，为的是接回福建第
一批援藏干部、送来第二批。拉萨贡嘎机场
到林芝八一镇，他乘车走了整整一天。抚今
追昔，感慨系之：“当时的路况非常险，还好

没有遇到滑坡，窄的地方横着两根木头，我
们下来搬。福建派去援藏的，到墨脱那都是
骑着马进去的。”

另一块展板，雅安到林芝段，更是千难
万险。习近平总书记驻足在几块不同“年
龄”的花岗岩前，拿起一块标注着“约10亿
年”的，细细端详：“这是我们难以遥望的时
间概念。”

“最难的是遇到哪种岩石？”
“泥岩。施工怕软不怕硬。但现在机械

化程度今非昔比，都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总书记肯

定他们说，“你们规划很科学，全路段在推
进，看了很振奋。”“‘两路’精神要继续弘扬，
敢打敢拼，一段一段拿下来。要做就做好。”

登上火车，透过车窗向外眺望。江水一
路欢腾，穿峡谷、过隧道、跨大桥，时而是绝
壁万丈，时而是葱郁丛林，时而是鳞次栉比
的楼房，时而是轰鸣工地。这条路的艰辛不
易，这条路带来的生机活力，恰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建设川藏铁路“对推动西部地
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火车上，总书记召集相关同志，继续深
入研究铁路规划问题。

由川藏线放眼广袤西部边疆铁路网建
设，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啊，中国
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
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
交通勾画得更美。要充分论证、科学规划，
铁路建设要算大账。”

1952年1月，习仲勋同志在关于送班禅
入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报告中，对党中央治
藏方针提出了几点建议。毛泽东同志对这
份建议予以采纳，随后付诸实践。

“党中央结合实际，制定了不同时期的
治藏方略。70年来，我们就是这么一步步走
过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
2015年、2020年出席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传遍雪域高原。

汇报会上，自治区负责同志将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评价为“西藏工作的纲和魂”，工
作中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
和方法，只要学习好、领悟好、坚持好，做好
西藏工作就有方向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深以为然：“党的方针政
策是正确的，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我们要好
好领悟它，使之变成贯彻方案、落地生效。
按照这样一个立场、观点、方法，自然就能找
到方向，找到发展之路。”

西藏的村：
再也不是“把鞋子拴腰上”的模样

嘎拉村，习近平总书记21日考察的小村
子，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1998年来林芝，他去看了巴吉村。
2011年，习近平再赴巴吉村看变迁，在那里
他说的几段话，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致富之路就在脚下，就是动脑筋，做聪
明人。聪明人实际上就要选好发展之路。
西藏的资源很宝贵，有的是很独特的，还有
很强的后发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而且
今后会更宝贵。”

“林芝旅游业占20％，那么就需要我们
发展精品的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发展群众旅游业。”

这次去的嘎拉村坐落在318国道旁，村
里搞起了农牧民运输队，发展起了桃花节旅
游。

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提起母亲总有
一个萦绕不去的镜头：“过去的路，满是牛粪
和泥泞，她总是把鞋子拴腰上，赤脚走过村
里的路。”

而今，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道路，一栋
栋藏式楼房在湛蓝天空下、在连绵群山前星
罗棋布。袅袅炊烟，一片祥和。

总书记走进村民达瓦坚参家做客。
房子敞亮，小院花红叶绿。桃木雕花的

家具、藏族风格的画饰，冲水式的卫生间，还
有自家粮仓。

总书记一袋袋粮食细看，小麦、荞麦、青
稞、油菜籽、豌豆、玉米，他欣喜地捧起一捧，
迎着光端详。房梁上挂着一排藏香猪腊肉，
一排奶渣子，墙边是“自家酿的酒”。再看隔
壁厨房，牛羊肉堆得满当当，那些酥油也“得
有上百斤吧？”

坐下来，唠家常。达瓦坚参给总书记算
算自家收入账。

跑运输是一项收入，家里一辆挖掘机、
一辆铲车。

桃花沟门票分红是另一项收入。家里6
口人，一年能拿十来万。边巴补充说，过去
野桃树砍了当柴火烧，现在真切感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每年三四月份，千树万树，千朵万朵，山
坡沟谷如丝路花雨、如云霞落地。天南海北
的游客慕名而来，今年日子才过半就已经接
待了14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这是老祖宗留
下来的福利，送给你们一个桃花源啊。”

这家还有种植养殖的收入。22亩耕地
流转，剩下7亩种些自家吃的口粮。家里养
了牦牛黄牛，“牦牛喜欢凉快，等到青稞播种
了，它们慢慢就往山上走了。”

习近平总书记很欣慰：“你们的收入，加
减法算出来，好几十万了。很幸福的一家
人。”

达瓦坚参的两个孩子笑容灿烂。女孩
普巴拉姆长大想当医生，男孩普布次仁告诉
总书记自己要当短跑运动员。

在旧西藏，别说读书了，活下来都不容
易。拥有一个“带屋顶的住处”，是无数农奴
想都不敢想的梦。有的甚至住在牛羊圈，拿
草垛当被子。农奴还流传这样的歌谣：“即
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
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

如今，在西藏人眼里有着划时代巨变意
义的，是脱贫攻坚，“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
步跨千年”。

脱贫攻坚之初，西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全国贫困率发生率最
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
最大的深度贫困地区。

最深的牵挂，最坚定的信心。2019年
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62万多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生动讲述西藏的改
变：“许多农牧民群众生活实现了从水桶到
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柏油路的进
步。”

达瓦坚参家的桌上摆着奶渣子。习近平
总书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味道甜甜的。

村口，村民们都赶来了。身着节日盛
装，手捧洁白哈达，欢呼着“感谢总书记”“感
谢党中央”“扎西德勒”……习近平总书记走
到他们中间，祝福大家：“扎西德勒。”

淳朴的乡亲们脱帽鞠躬致敬，激动的泪
水夺眶而出。

从一无所有到摆脱贫困，再走向富裕，
天翻地覆慨而慷！忆苦思甜，更念党恩。“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这
句话就写在家家户户比蜜还甜美的日子里。

“我所到之处，感受到了大家对过上好
日子的幸福之情、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
总书记动情地说。

西藏的绿：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
负责

林芝市城市规划馆里，习近平总书记在
一张大幅照片前驻足凝视。

那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浩荡的江水沿
着山峰蜿蜒一路高歌，大自然用鬼斧神工挥
洒一幅壮美的大写意。

“从天上看下来一片绿色，处处是山水
画卷。”总书记感叹。

7月9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其中一项，审议
通过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保障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高度明
确要求，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
界负责的态度，抓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工作。

生态，西藏的“国之大者”。保护好青藏
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
大贡献。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西藏是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水、光照、野生动物、森林矿产
……资源之丰富令人惊叹。雄奇的珠穆朗
玛峰、险峻的南迦巴瓦峰、湍急的雅鲁藏布
江、碧绿的巴松措，是世世代代必须珍惜的
宝藏。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
天下，太重要了！在这里，生态具有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总书记语重心长。

看西藏之绿，考验的是历史的远见格
局。

10年前到西藏考察时，习近平同志就指
出，西藏生态保护是重要课题，要很好地保
护西藏的碧水蓝天。

6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听了来自西藏的一位县委书记的发言，告诫
说，西藏要保护生态，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生态出问题得不偿失。

西藏交上了一份生态答卷。在23日的
汇报会上，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说，保护区
总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超过三分之一，禁
止开发或限制开发区域面积约占全区国土
面积的70％。

距离机场不远的尼洋河大桥，习近平
总书记停车驻足。雅尼湿地水波潋滟，草木
葱茏。远处江河两色泾渭分明，那是尼洋河
与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一条碧波荡漾澄
澈见底，一条汇纳百川逶迤磅礴，一急一慢，
一清一浊，相携相拥奔涌而去。

“雅鲁藏布江的水系，难得的一块绿地、
绿肺。它的生态还很脆弱。”讲到保护和利
用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目光长远：“我们
要以保护为主。不是破坏生态地利用，而是
在生态和谐前提下利用。”

他强调：“要保护住这一块‘净土’，让我
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西藏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年西藏努力的点点滴
滴，给总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绿色银行”。嘎拉村村委会旁
边，有个积分兑换的“绿色银行”。村民拿可
回收垃圾，到这里就能换积分、兑成日用
品。这是村里的乡村振兴专员看到别的乡
镇这一招立竿见影，学来的。

一个是“绿色公园”。在西藏，全区的公
园和体育设施都不收门票。习近平总书记
在林芝新老城区交界处下车，走进没有围墙
的工布公园。循着歌声、欢笑声，走向公园
广场。

上百人正跳锅庄舞。“乐不思蜀了吧，愿
意留下来吗？”总书记笑着问在场的游客。

“愿意！”众人齐声答。
好生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西藏的人：
吃苦的人们，战斗的人们，忍耐的
人们，团结的人们，奉献的人们

拉萨八廓街杂货铺的一个店员，发了张
自拍照：“这是我和总书记最近的时刻。”

照片里，有林立的商铺、繁闹的风景和
熙攘的人群。历经千年朝晖的八廓街，在遇
见习近平总书记的瞬间，沸腾了。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我23年前来
过一次，现在建得多么好啊！全国各地的人
都到这里来，搞事业、转经、旅游。千年八廓
街，是我们各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
文化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
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工布公园、布达拉宫广场，一群群市民
游客偶遇总书记，齐声高喊：“总书记好！”藏
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还有汉
族，中华民族大家庭“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
巴”。 （下转A03版）

——记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并进行考察调研

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