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5月24日 星期三统战新闻 3值班主任/刘志国 责编/吕婉莹 校对/宋磊 排版/王晨

5 月 23 日，西藏和平解放纪念
日，雪域儿女世世代代铭记的日子。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
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
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
步的光明前程。

从1951年到2023年，历史如何定
义雪域高原这翻天覆地的72年？

——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
民，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
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建立起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消除
了困扰高原数千年的绝对贫困，与全
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
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回望来时路，几多沧桑；踏上新征
程，意气风发。如今的雪域高原，经济
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
好、人民生活幸福，正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

历史的必然

5月的拉萨，一派生机盎然、欣欣
向荣。缓缓流淌的拉萨河波光粼粼，河
畔中华文化公园里游人如织。满头白发
的农奴后代旦增拉姆，在大型雕塑《十
七条协议》前久久驻足。抚今追昔，她
感慨地说：“没有70多年前的西藏和平
解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旦增拉姆出生在西藏措美县当许
村。在父辈的记忆里，旧西藏的当许村
有100多户农奴，他们过着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的生活。

旦增拉姆说，他们住的是牛圈边一
根柱子撑起的破“房子”，遮不住雨
雪，也阻挡不了寒风。旦增拉姆父亲回
忆，在旧西藏，全家人就没有吃饱过，

“每天从早干到晚，只能领两小勺糌
粑。”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下，占人口约95%的农奴遭受残酷的
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副所长肖

杰说，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
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
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
潮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让
全国各族人民倍感振奋，解放西藏也成为
广大人民的呼声——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
府，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
国主义势力”。

1951 年 5 月 23 日，以 《十七条协
议》的签订为标志，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从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
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
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边巴拉姆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
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
西藏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创
造发展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出
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多次对西藏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亲临西藏看望各族干部群众，推
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
成就。

道路决定命运。新西藏72年的历史
昭示，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需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一旦走上这条康庄大
道，又会写就何等壮丽的诗篇。

人民的期盼

在西藏阿里地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
务中心，70余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他
们或是坐在屋外沐浴暖阳，或是喝着甜茶
嬉笑聊天，生活有滋有味。

2015年 12月，国家投资3000余万
元建起阿里地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
心，同时配套了按摩理疗室、食堂、洗衣
房以及医疗服务区等多种设施，还安排专
人提供服务。

阿里地区噶尔县昆莎乡74岁的次仁
拉松老人膝下无子，生活无法自理，5年
前搬到这里生活。“护理员经常帮我们洗
衣服、剪指甲、洗澡，我们心里暖暖
的。”次仁拉松喝着酥油茶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深切关怀下，西
藏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年财政收入
的80%以上投入到民生领域，搭建了涵
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全面保障
体系。

春风化雨入高原。顺应民意、保障民
生、凝聚民心，西藏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实践，镌刻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张张基层
农牧民的幸福笑脸，绘就色彩斑斓的小康
生活。

今日西藏，人民发展权得到充分释
放。2022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2132.64亿元。而 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
总值仅为1.29亿元。一座座现代化城市
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
片片产业园区朝气蓬勃，早已不是和平解
放前破败不堪、万物凋敝的惨淡景象。

今日西藏，人民生存权迈向更高水
平。2022年，西藏粮食、蔬菜、猪牛羊
肉产量分别达到 107.34 万吨、81.58 万
吨、28.29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生活在
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各族人民，早已不用担
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何吃得更营
养、更健康成了“新烦恼”。

今日西藏，人民健康权实现跨越发
展。2022年，西藏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5.49
张、7.18人，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
35.5岁增长到72.19岁。

今日西藏，人民教育权得到充分保
障。截至目前，西藏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
15年公费教育，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339
所，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达 92.2 万人。
上学再也不是和平解放前贵族子女的
特权。

今日西藏，人民政治权利有效行使。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共有
2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16
名，占66.7%；全区42153名四级人大代
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9.2%。他
们几乎都是旧西藏百万农奴的后代，如今
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的践
行者。

新起点新征程

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的西巴
村，是一个珞巴族聚居村，和平解放前，
这个以刀耕火种、狩猎为生的古老部落仍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短短70多年，我们珞巴族就实现了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跨越，这都要

感谢党。”村民安阳丽笑着说道，“现在我
们村居住着珞巴族、藏族、汉族等18户
64人，依靠水果、茶叶种植，发展生态
旅游以及外出打工，村民日子越来越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
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
时代。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
评价说，西藏各族人民如今共享发展机
遇，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少数民族边疆地
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取得的成就堪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
奇迹。

如今，迈步新征程的西藏，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笃定自信，围绕做好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勇
前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西藏正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
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强。2020年
5月1日，《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创建条例》正式实施，西藏成为全国首
个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以民族团结为主题
的模范区创建省份。

——以川藏铁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
项目加快推进，西藏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
展上稳步前进。复兴号列车开上雪域高
原，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镇，建
制村通光纤率、4G信号覆盖率均达到
99%。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坚
决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如
今，高原上动植物栖息环境明显改善，生
物多样性稳步提升，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
部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
准，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9%以上。

——情重如许，誓言若山。在绵延数
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以卓嘎、央宗姐妹为
代表的万千西藏守边群众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守护着脚下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建
设美丽家园，拱卫好祖国西南边陲。以重
点领域、重要方向、重大项目为突破口，
西藏加快实施抵边安居、基础设施提升、
民生改善、产业兴边、沿边开发开放、民
族团结聚力、守土固边工程。

当前，西藏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
各族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
征程上踔厉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笃定前行，必将创造更加绚烂美好的
未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笃定前行
——西藏和平解放72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历史，实质
上是各民族交融汇聚，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
一的伟大祖国的大历史。坚持以历史为脉络，以
文化为积淀，以宣传为导向，不断夯实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根基，已经成为新时代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
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期以来，在党的民族
政策指引下，我国各民族文化深深扎根中华文明
沃土，形成了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同
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目前社会上不乏简
单认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战争驱动、空间
合并、王权更迭的偏见，存在着歪曲虚构历史事
实、夸大民族文化差异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
向，给群众造成错觉和迷失。

为此，建议：
一、以群众身边涌现的鲜活实例增进“三

交”活力。回溯近百年来我国各民族发展进步的
历史进程，正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族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交往交流交融中
谱写了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民族团结之歌。“观今
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

“三交”立场，急需重回生活、找准自我定位。
要从各族群众身边的人树起，从群众身边的事讲
起，用群众切身感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周
边鲜活的实事案例，宣传引导“三交”政策、文
化、特色和成效，引发共鸣、促进共识。宁夏最
大的“民族之家”闽宁镇，是当时由西海固贫困
群众在政府号召组织下移民搬迁到贺兰山脚下共
同建设的，2021 年热播的电视剧 《山海情》 就
是讲述和演绎移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改造荒
滩、开拓家园的奋斗故事。这个容纳了6万多人
口的新兴镇区，回汉群众相邻而居、共同生活，
交往交流交融 20 余年，培植出了文明富裕的民
族团结之花。2004 年，宁夏吴忠市利通区裕西
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兰花退休后，牵头成立“王兰
花热心小组”，周边群众不分民族，只要遇到困
难，就会尽心尽力相帮，十几年如一日，热心奉
献、志愿服务，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常态
化，促进民族团结之花落地生根。宁夏西海固，
包括中南部9个县区，聚集了宁夏近六成回族人
口，山大沟深、生态脆弱，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
长叹“苦瘠甲天下”，如今在党的富民政策浇灌
下，胜利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各族群众在接续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幸福感、获得感日益
增强，由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族团
结、亲如一家。

二、全面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三交”历史文
化挖掘整合。中华民族“三交”历史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为夯实“三交”根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依托这一
优势，坚持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安排，全方位引导
摒弃民族“三交”历史单纯战争化的偏颇，秉持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专门组织加强对昭君出
塞、文成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嫁与尺带珠丹、细
君公主入藏等和顺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经济交
流、推动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水平提
升、体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历史过程的深入挖掘整理和系统
研究创作，并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和信息方式予以充分展现。积极整合唐
代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
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蒙古族人口大量进入我国北方后转为定居农耕人
口等史实，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交流融汇的文明与辉煌。创新运用现代数
字科技挖掘还原“茶马互市”“绢马交易”“丝绸之路”等历史上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依托和载体，诠释我国多样的民族成分与多彩的社会生
活。尽快适应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迅速兴起的时代潮流，以“短”

“平”“快”的方式，挖掘推出可视可感可互动的胡服骑射、徽班进京、
“元前无北京”等映射民族文化交融的短视频，拍摄创作西北各民族传
唱的“花儿”、南方多民族崇拜火等鲜活体现各民族兼容并蓄的系列题
材剧，弘扬主旋律，占领舆论宣传制高点。

三、着力加强“三交”历史文化宣传区分化管控。持续深入组织开
展“清朗·整治不当网络宣传”专项行动，切实防止极端的“三交”历
史论调，加强对有关媒体平台歪曲历史、虚构民族史实的题材剧、网红
剧，以及诋毁“三交”的低俗娱乐活动的整治。正确区分学术研究和历
史结论，坚决杜绝将未经审定的“三交”学术研究成果当成历史结论夸
大宣传的现象，坚决防止对“三交”历史定论随意区分不同学术观点、
划分受众界限的行为。有效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管控制度，主
动过滤有害内容和错误言论，有效防范泛文化包装之下的“三交”历史
虚无主义侵害。多措并举，以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引导社会有效传
承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优秀历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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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金诚） 5月23日，藏传佛教第十八
届、十九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中国藏语
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
派、噶举派、苯波派的62名学员，经过3年刻苦学习，圆
满完成学业，取得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高级学衔班毕业
证书。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辩经考试、论文答辩，62名
学员全部获得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嘉木样活佛向“拓然
巴”高级学衔获得者颁发学衔证书。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珠康·土登克珠
活佛向“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表示祝贺。

“拓然巴”高级学衔是藏传佛教现代教育的最高学
衔。截至目前，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共培养授予“拓然
巴”高级学衔335人，涵盖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他们已成
为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中坚力量，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
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积极作用。

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拓然巴”高级学衔考僧在
考前集体朝拜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藏 传 佛 教 第 十 八 届 、十 九 届
“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京举行

近日，民进鞍山市委会围绕“延伸菱镁产业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组织调研组赴大石桥
市、海城市开展调研。调研组成员就菱镁产品研发、产业迭代升级、企业代际传承、企业家信心、行业
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加强顶层设计等方面同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韩冰 摄

本报讯（记者 路强）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开展情况直接
关系着生物多样性状况和生态系
统健康，在5月 19日陕西省政
协编发的社情民意信息中，民进
陕西省委员会建议，秦岭国家公
园建设中应重视水生野生动物资
源保护。

据悉，秦岭水生野生动物资
源丰富。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区位
于秦岭陕西段核心区域，区域内
有野生脊椎动物793种，包括鱼
类161种，涉及种类有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多鳞铲颌鱼（多鳞白甲
鱼）、秦岭细鳞鲑、大鲵等，
2022年 8月，在宝鸡市太白县
还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陕哲
罗鲑。目前，秦岭国家公园区域
内有多个国家级和省级水生野生
动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然而水生野生动物的栖
息环境、种群数量动态、生活习
性、食性、生殖发育规律等方面
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较为薄弱；水
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还存在科技
支撑体系不健全、资源家底不

清、保护区管理运行机制不合理等
问题。

对此，民进陕西省委会建议，
强化科学研究，发挥大学和科研院
所科技优势，建立秦岭国家公园水
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的科技支
撑体系和平台，提升保护管理决策
科技含量；开展深入研究，摸清
资源家底，为制定保护方案提供
科学依据；开展重要水生野生动
物的人工繁育技术研究，加大增
殖放流工作力度。同时，加强自
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创新工
作机制，对已建成自然保护区的
运行情况进行调研，针对其弱
项、短板，采取加大财政投入、
健全保护机构、完善管理规章制
度等措施，加大保护区专业技术
和执法人员队伍建设，确保保护
区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民进陕西省委会还建议，加
强秦岭国家公园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群众对水
生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在公园
内建设若干高水平水生动物博物
馆，加强秦岭动物园中水生动物科
普教育工作。

民进陕西省委会建议

秦岭国家公园建设应重视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本报讯（记者 孙金诚）5月23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式上线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教职人员信息查询系统，推动宗教教务公
开、规范教职人员认定管理。信息查询系统通过互联网向社
会公众提供经依法认定备案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教职
人员信息查询服务，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网站、中国天主教

“一会一团”网站、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网
站同步上线。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教职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公
布了教职人员的姓名、性别、照片、宗教称谓、宗教派别、教
职身份和教职人员证件编号等7项信息。社会公众在输入
手机验证码及图片验证码并满足系统查询条件后即可以
进行查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
中国基督教两会将及时更新教职人员数据，确保查询信息
准确可靠。

此前，佛教、道教教职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已于2月22日
正式上线发布。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教职人员信息查询系统上线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 王兵 记者 王金晶）为进一
步了解辽宁省百强县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举措，加快百
强县建设与后备梯队培育，助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5月15日至18日，辽宁省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辽
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孟竹带队先后赴庄河市、瓦房店
市、大石桥市开展专题调研。

据了解，此次调研集结辽宁省政协教科卫体
委员会、农工党辽宁省委和省社科院优势力量，
充分发挥“外脑”作用，打造三方联动的工作模
式，以实地调研、书面调研和座谈交流形式相结
合，摸清辽宁省百强县发展现状，并提出一系列
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探索解决具体
问题的思路。

调研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就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瓶颈等进行探讨，调
研组分别组织召开座谈会，围绕发展、人口人才发展
情况以及财政情况等内容，听取了各市关于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并与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交流。

通过实地考察和座谈，李孟竹充分肯定了辽宁省
百强县和后备梯队对标高质量发展、大力打造县域经
济标杆的主动作为和显著成效，并希望大家继续当先
锋、打头阵、做示范，突出发展特色、提升发展潜
力、增强综合实力，努力构建“头雁引领、多点支
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格局。她表示，调研组
还将继续开展后续调研和成果转化工作，形成高质量
调研报告，有针对性地反映基层的心声，助力百强县
和后备梯队抢抓发展机遇，为打好打赢新时代辽宁振
兴的“辽沈战役”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开展专题调研

加快百强县建设与后备梯队培育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