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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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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白少波
李键 王泽昊）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西藏和平解放72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康庄大道上笃定前行康庄大道上笃定前行

新华社记者 曹 槟 陈尚才
田金文 黄耀漫

23 日，包括中国科考队员、民间登

山者及向导在内的 30 余人从北坡成功

登顶珠穆朗玛峰。在人类首次登顶珠

峰 70 周年之际，我国登山者无惧风雪、

不懈攀登，向这一壮举致敬。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屹立于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之间，海拔 8848.86
米。1953 年 5 月 29 日，新西兰人埃德

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

从南坡登上珠峰，实现人类首次登顶。

“每一次登顶，都是向它致敬。”这

是 2023 年珠峰科考登顶队成员边巴顿

珠第七次登顶珠峰。他说：“将自己的

登山事业融入国家科考事业中，贡献

自己的微薄力量，我感到特别荣幸！”

“十年我只登这一座山，珠峰已然

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工作

者孙义全先后三次从南坡登顶，今年

首次从北坡登顶，他十分激动。

已经五次登顶珠峰的西藏登山队

攀岩队队长德庆欧珠今年留守登山大

本营。去年，他曾作为登山组长，带领

队伍在 8830 米成功架设了全世界海拔

最高的自动气象站。

“以前只要埋头登山就行了，相对

轻松；而作为一名科考队员，需要承担

更多的责任，登顶不再是唯一目标。”

36岁的德庆欧珠说。

全球首位登顶全部 14 座海拔 8000
米级高峰的女性董红娟于 2013 年登顶

珠峰，并由此开启了她艰苦卓绝的攀

登 之 路 。“ 我 从 来 没 觉 得 是 我 征 服 了

山 ，相 反 ，我 觉 得 是 山 在 接 纳 我 。”她

说。

与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

超越自我，登上顶峰，是全球登山爱好

者 的 共 同 梦 想 。 登 山 勇 士 们 不 畏 险

阻、一往无前的精神，鼓舞着一代代登

山人向着“地球之巅”前进。

时至今日，登临珠峰顶端已有十

多条攀登路线，绝大部分登山者会选

择其中的两条传统路线：尼泊尔一侧

的南坡路线和中国西藏一侧的北坡路

线，能够通过其他路线登顶的攀登者

至今仅有 100余人。

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中国登山

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首次从“不

可逾越”的北坡登上了珠峰峰顶，五星

红旗首次插上珠穆朗玛峰顶，创造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

一高峰的壮举。

1975 年 5 月 27 日，中国九名登山

勇士再登珠峰，中国人首次将觇标带

至峰顶，测得珠峰高度数据。藏族登

山家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

女性。

2000 年 5 月 21 日，中国第一个民

间单人挑战珠峰的勇士阎庚华成功登

顶，但不幸在下山途中遇难。

2003 年，中国首支民间商业登山

队成功登顶珠峰。

2005 年 5 月 22 日，中国珠峰登顶

测量队员成功进行峰顶测量。

2008 年 5 月 8 日，北京奥运火炬在

珠峰峰顶传递，一团以“梦想”命名的

火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梦想

照进现实，为奥林匹克运动史留下了

光辉一幕。

2012 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 名

登山队员登顶珠峰，是国内高校独立组

织的在校大学生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

2020 年 5 月 27 日，中国测量登山

队成功登顶珠峰，再次精确测量珠峰

高度。

……

与此同时，珠峰科考也从“登山科

考”转向“科考登山”，实现了从“我要

征 服 你 ”到“ 我 要 了 解 你 ”的 思 路 转

变。登山不再是第一目标，科考工作

的开展高度也在不断攀升。去年，一

支由“80 后”“90 后”组成的科考队登顶

珠峰，中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 8000 米

以上海拔高度。

从登山分离出来的攀岩运动已成

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滑雪登山也

成为 2026 年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此外，攀冰、山地户外运动、全民健身

登 山 等 一 系 列 运 动 也 得 到 了 迅 速 发

展。

今年 2 月，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滑

雪登山世锦赛中，中国小将玉珍拉姆

在女子 U20 组短距离项目中夺魁，为

中 国 队 摘 得 滑 雪 登 山 世 锦 赛 首 枚 金

牌；次旦玉珍一人独得女子 U18 组个

人越野和垂直竞速双金。

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和勇

气，70 年前从珠峰之巅给全世界人民

带去鼓舞，至今仍绽放着时代的光芒。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中国登山者勇攀中国登山者勇攀““地球之巅地球之巅””
致敬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致敬人类首次登顶珠峰7070周年周年

新华社拉萨5月 23日电 （记者
陈尚才 田金文） 23 日 12 时 30 分许，

2023 年珠峰科考 13 名登顶队员成功登

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之后，他们

将完成峰顶雪冰样品采集等重要科考

任务。

这 是 我 国 珠 峰 科 考 继 2022 年 之

后 ，再 次 突 破 8000 米 以 上 海 拔 高 度 。

当日，科考队员在珠峰峰顶利用科学

仪器，采集珠峰峰顶的雪冰样品，用于

分析气候环境指标。

固定钢筋绳索，更换蓄电池，安装

风速风向传感器……当日凌晨 3 时，科

考 队 员 从 海 拔 8300 米 的 突 击 营 地 出

发，历经 8 个小时攀登，抵达海拔 8830
米的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观测站。

经过约 1 个小时紧张工作，气象站零部

件升级工作全部完成。为此，他们曾

在西藏廓琼岗日冰川、珠峰大本营等

地经过 10 余次反复练习，确保每个人

熟悉操作流程。

“自动气象观测站维护升级，重点

考虑了极端环境下电池续航问题，在

海拔 6500 米以下观测站新增了降水量

观测，以获取更全面的气象观测资料，

为科研人员研究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

变化特征、冰川和积雪变化等提供基

础数据。”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赵华标说。

“今年科考具有更大的学科涵盖

面，科考队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仪器

设备也更加高端，特别是和探月工程

合作创新的新型电池，将为峰顶极端

环 境 仪 器 设 备 运 行 提 供 可 靠 能 源 供

应。”2023 年珠峰科考现场总指挥安宝

晟说。

我国科考队员登顶我国科考队员登顶珠峰珠峰
开展多项科学考察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黄
玥）“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

妇联、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

署、中国关工委等 10 部门日前联合下发

通知作出部署，今年“六一”以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拥有“四个自信”好

孩子为重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

活动，让广大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快乐、

有意义的节日。

通知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住

“六一”契机，精心组织贴近儿童、可感可

及的主题实践活动，让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种子扎根孩子心灵深处。以孩子

们爱听能懂的“童言童语”讲好领袖的故

事、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以孩子们

有“共鸣”能“共情”的方式，组织开展童

声颂党恩文艺展演、童心绘蓝图绘画展

示、童悦书香阅读分享等“少年儿童心向

党”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发挥爱国主

义教育阵地作用，组织儿童听红色故事、

观主题展览、学英雄事迹。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节

日期间大力宣传儿童优先理念，特别关

注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

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用心用情帮助解决

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集中开展普法

宣传，组织动员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

妇联执委、社区工作者和各类志愿者，有

针对性开展家庭教育、心理健康、安全保

护、维权关爱、帮扶慰问等关爱服务。

通知强调，要结合儿童特点，立足儿

童需求，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促进家庭

协同育人，统筹社会活动资源，在节日期

间组织开展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健康向

上的精神文化活动，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

约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活动全过程各环节。

全国妇联等全国妇联等1010部门部署开展部门部署开展
20232023年年““六一六一””庆祝活动庆祝活动

5月23日，科考登顶队员在珠峰峰顶展示国旗。 新华社特约记者 拉巴 摄

5 月 23 日，2023 年珠峰科考登顶
队员在冲顶。

新华社特约记者 拉巴 摄

据新华社电

●全国总工会启
动推进社会组织建会
专项行动

●《京津冀产业协
同发展实施方案》印发
力争到 2025 年产业协
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农业农村部部
署全面加强海洋渔业
安全生产工作

●2022 年生态环
境部门排污许可领域
实施行政处罚1.7万件

●前4月邮政行业
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13.7％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 5 月

23 日 ，“2023·中 国 西 藏 发 展 论 坛 ”

在 北 京 举 办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宣 部 部 长 李 书 磊 出 席 开 幕

式 ，宣 读 习 近 平 主 席 贺 信 并 发 表 主

旨 演 讲 。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就以中国式现代化让各

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提出

新希望新要求，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

主席贺信精神的指引下，西藏在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一定会作出更

大贡献，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一定越走越宽广，新时代新征程

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一定更加奋发昂

扬，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更加幸

福美好。

“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来自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名中外嘉宾，围绕“新时代、新西

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展与人权

保障的新篇章”主题，广泛交流，深入

探讨，共同分享以发展促人权的新经

验，充分肯定西藏在经济发展、文化传

承、生态保护、人权保障等方面取得的

新进步。

李书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

““2023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京举办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