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3 月春风，吹开新绿，雪域高原处处

洋溢着蓬勃的生机。

走进“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

市克松社区，一幢幢漂亮的藏式独院映

入眼帘，而这里曾经是原西藏地方政府

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的庄园。现年 82岁

的 洛 桑 卓 玛 老 人 曾 经 是 庄 园 里 的“ 朗

生”（西藏农奴的一种）。“农奴主把吃剩

的骨头扔给狗，为了能尝一口荤气，我

不得不和狗去抢。”她的童年充斥着无

尽的黑暗和痛苦。

一滴水里观沧海。洛桑卓玛悲惨的

经历是广大农奴被剥削被压迫的缩影。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65 年前的 1959 年 3 月，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废除政教合一的

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改革在西藏

全面展开，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

性变迁，也开启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人民安乐且普享权利的历史新纪元。

65 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摆脱苦难枷

锁的西藏人民，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西

藏的历史伟业，昂首阔步新时代，正在

创造西藏历史最辉煌的篇章。

“能够生活在这么好的时代，我这

一生没有遗憾了。”洛桑卓玛布满皱纹

的嘴角露出欣然的微笑。

享受平等与自由——民
主改革让高原儿女真正享
有各项人权

坐落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境内的帕

拉庄园，是目前西藏保存较完整的农奴

主贵族庄园，也是近距离观摩旧西藏贵

族日常生活的最佳场所。

走进这个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

的庄园，映入眼帘的是三层的楼房，从

下到上分别是牲畜圈、农奴干活场所、

庄园主生活起居的住所。象牙筷子、银

质餐具、劳力士手表、兽皮大衣……展

柜存放的上百件庄园主的生活用品，彰

显着这个庄园主人曾经的地位和权势。

在奴隶制几乎绝迹的 20世纪中叶，

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却还存留在青藏

高原。

资料显示，当时占人口不足 5％的

“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

侣）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富，而占人口

95％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今年 82岁的拉巴仓决，来自江孜县

江热乡班觉伦布村。65 年前，她曾是帕

拉庄园的农奴，每天过着吃不饱、穿不

暖的生活，干活稍有懈怠就遭毒打，生

病也得不到及时救治。

与拉巴仓决境遇相同的农奴，在帕

拉庄园还有 3000 多人。他们渴望摆脱

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生。“我们是领主家

的 生 产 工 具 ，连 大 声 说 话 的 资 格 都 没

有。苦日子看不到尽头，每天想着天降

菩萨拯救我们。”拉巴仓决说。

1959 年 3 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

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领

导西藏各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

主改革，给腐朽的农奴制敲响丧钟，百

万农奴获得解放。

长江学者、西藏大学教授次旦扎西

表示，民主改革最根本的进步是人的发

展进步，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了各项人权

和基本自由。

流传至今的一张珍贵照片，定格了

当时的历史瞬间：熊熊烈火烧掉契约和债

据，翻身农奴载歌载舞，庆祝翻身解放。

“被农奴主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

我们，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山南

市扎囊县哲木社区现年80岁的达瓦至今

清晰记得民主改革时期的风云岁月。

随着民主改革在农村、牧区、寺庙、

城镇等陆续展开，侵犯农奴生存、婚嫁、

流动、居住、劳动、人格尊严、接受教育

等权利的制度枷锁被砸碎。

从此，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主义新西藏，屹立世界屋脊。

投身建设与发展——高
原儿女谱写壮丽奋斗诗篇

春 风 轻 拂 ，雅 砻 河 谷 迎 来 了 春 耕

季。一大早，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哈鲁

岗村的村民便忙碌在田间地头。昔日

的“乞丐村”旧貌换新颜，辛勤劳作的身

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哈鲁岗

村只有 24 户，民主改革中，政府把附近

的 20 多户乞丐和无家可归人员安置在

这里，“乞丐村”之名由此而来。

村民多吉欧珠的父辈曾沿街乞讨至

颇章乡，民主改革后便在哈鲁岗村定居

下来。“一根朽木做拐，一个破麻布口袋

装粮，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是旧西藏

时期乞丐潦倒穷酸的形象。父亲告诉

我，他们这些乞丐生活非常惨，能吃上一

口糌粑就很满足了。”多吉欧珠说。

西藏民主改革，犹如一束光，照亮

了多吉欧珠一家。他家分得了房子和

田地，还有很多牛羊，家人也穿上了能

遮体的衣服。

如今，多吉欧珠一家人曾经居住的

土坯房已变成藏式二层小楼。在多吉

欧珠的家里，墙壁上张贴的一排排奖状

格外引人注目。

多吉欧珠高兴地介绍起孙女阿珍的

一项项荣誉，“阿珍学习非常努力，学习成

绩很好，将来她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

教 育 之 变 ，是 西 藏 之 变 的 重 要 体

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

藏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

口达 11019 人，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

年限提高至 13.1 年；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3409所，在校学生 94.4万人。

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门巴族小伙

次旺江措，2018 年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

乡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回到家乡后，我

开过养鸡场和花生油加工厂。”他说，看

到家乡的人气越来越旺，2023 年初在墨

脱县德兴乡德兴村开办了一家以石锅

鸡为特色的餐馆，仅在一年内收入就达

十几万元。

西藏墨脱县，被喜马拉雅山三面环

抱，山高林密，路途险峻，物资运输曾经

只能靠人背马驮。“只有世世代代生活

在墨脱的人们，才知道对路的渴望有多

么强烈。”今年 40 岁的白玛曲珍对家乡

墨脱的路有着独特的情结。

白玛曲珍扳着手指头算着 11 年前

去北京的艰难行程：“从村到县，到市，

再到北京，一路步行、乘汽车、再坐飞

机，3000多公里的路足足走了 6天！”

2013年10月31日，“高原孤岛”墨脱

实现第一条公路全线通车。十余年来，

通往墨脱的道路持续改造升级，墨脱群

众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便捷。“路通了，

人多了，产业兴旺了。墨脱现在可是热

门旅游打卡地了。”白玛曲珍自豪地说。

墨脱之变，折射出西藏社会的全面

发展进步。

2019 年底，西藏累计实现 62.8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74 个贫困县（区）

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2023
年，西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万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 5万

元和 2 万元，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

国前列。

如 今 ，西 藏 公 路 通 车 总 里 程 达

12.32 万公里，“复兴号”列车驰骋高原，

国际国内航线达 154 条；西藏电网清洁

能源总体占比超 90％，行政村通电率达

到 100％。2023 年，西藏转移农牧民就

业 64.7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65.6 亿元；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6％……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
活——高原儿女阔步新时
代康庄大道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洛康萨社

区，回族商人马尕东和他的藏族妻子扎

西央宗的服装店里，进出的顾客不断增

多。能说一口流利藏语的马尕东，1988
年从甘肃来到日喀则，1991 年与扎西央

宗组成家庭并育有两个孩子。

该社区现有 547 户 1547 人，经商者

众多，是一个藏、汉、回、蒙古等 13 个民

族聚居的“大家庭”。近年来，随着服装

生意越做越好，马尕东还对周边县区的

部分农牧民开展服装制造技术培训，带

动他们学习技能、增收致富。“现在日常

从事加工服装的人员，做得好的一年能

赚 10万元左右。”

民族团结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

结，已成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共识。“只要

团结奋斗，就能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江洛康萨社区党支部书记次旦央吉说。

3月的林芝，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绵延百里超过 300 万株的桃花次第

开放，成为林芝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

发展生态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成为

林芝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桃花经济’让林芝市巴宜区林芝

镇嘎拉村成为网红打卡点，也让百姓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嘎拉村党支部书

记边巴说。

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

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西藏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李桑说：“保

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

下。我们将全面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继续科学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城市庭院绿化

行动，切实守护好这一方净土。”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高度，着眼于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

小康和现代化，高度重视西藏发展，亲切

关怀西藏人民，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

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

—— 从 2019 年 到 2023 年 ，全 区 生

产总值连续 5 年实现百亿级增长，增速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近 5
年增速全国第一。

—— 西 藏 人 口 由 民 主 改 革 时 的

122.8 万增长到 2023 年的 364 万 ，人均

预期寿命由民主改革时的 35.5 岁提高

到如今的 72.19岁。

——西藏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3
座，历史文化名镇 5 个，历史文化名村 4
个；已登记各类文物点 4468 处，各类文

物保护单位 2373 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06项。

——2023 年，西藏边境乡、村硬化

路通达率分别达到 97％和 87％，建制村

用 电 覆 盖 率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96％和 96.5％。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大学教授拉琼说：

“这些历史性成就取得的背后，是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踔

厉奋发，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新的历

史。65 年来，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各族

儿女正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康庄大道

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勇毅笃行。

（记者 边巴次仁 白明山 王泽昊
陈尚才 李键 杨帆）

（新华社拉萨3月27日电）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高原儿女阔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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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高敬 李
昌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表

示，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近期向5个被督察省份反馈督察意见，

主要发现了4方面突出问题。

在生态环境部 27 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裴晓菲介绍，总体来看，此次督

察的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 5 省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督察也

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部分地区和部门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有偏差，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一些省份仍存在盲目上

马“两高”项目问题，一些省份在推进项

目发展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化工

园区布局问题突出，部分行业转型升级

乏力、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

二是推进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有短板。一些省份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四

水四定”要求落实不到位，水资源集约节

约利用还有较大差距，部分地区“挖湖造

景”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三是生态保护修复不力。海洋、湖泊、

草原、林地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破坏时有发

生，矿山违规开采及生态修复滞后问题依然

存在。一些生态修复项目方案制定不科学、

验收降低标准、后期管护不到位。

四 是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明 显 。

被 督 察 省 份 不 同 程 度 存 在 城 镇 生 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污水处理设

施 运 行 管 理 不 到 位 等 问 题 。 一 些 地

方因管网不配套、污水处理厂超负荷

运行等原因造成污水长期直排、漏排

和溢流。

裴晓菲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指导督

促被督察省份科学制定督察整改方案，

全面落实整改要求，扎实做好督察整改

“后半篇文章”。

据悉，2023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2
日，5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

对上述 5 省开展督察。今年 2 月 26 日

至 28 日，各督察组陆续向被督察省份

反馈督察意见，并同步移交责任追究问

题清单和案卷。

生态环境部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发现4方面突出问题

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 2 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2％，利润由上

年 全 年 下 降 2.3％ 转 为 正 增 长 。 分 月

看，规上工业企业当月利润自上年 8 月

份以来同比持续增长，今年 1 至 2 月份

延续恢复向好态势，工业企业效益起步

平稳。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企业营收明显

改善。1 至 2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4.5％，高于上年全年营

收增速 3.4 个百分点，企业营收回升态

势明显，为利润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超七成行业利润增长，制造业、电

气水业增长较快。前 2个月，在 41个工

业大类行业中，有 29 个行业利润同比

增长，增长面为 70.7％，比上年全年扩

大 4.8个百分点。分门类看，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分

别增长 17.4％、63.1％，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采矿业利润下降 21.1％。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明

显回升。1 至 2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

同比增长 28.9％，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24.8 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6.7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65.9％，是贡献

最大的行业板块。高技术制造业利润

实现快速增长，1 至 2 月份，高技术制造

业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 8.3％转为增长

27.9％ ，增 速 高 于 规 上 工 业 平 均 水 平

17.7个百分点。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持续恢复，多数

行业利润实现增长。前 2 个月，消费品

制造业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 1.1％转为

同比增长 12.9％，在 13 个消费品制造

大类行业中，有 11个行业利润增长。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

表示，总体看，1 至 2 月份规上工业企业

利润较快增长，起步平稳。下阶段，要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

国两会精神，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

断增强回升向好态势，努力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前2个月全国规上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2％

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
黄玥） 全国妇联、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

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巾帼暖人

心”深化维护妇女权益专项活动的通

知，要求聚焦重点难点，把维权服务工

作做深做细做实。

据悉，活动加强对困难妇女群体关

爱帮扶，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老龄妇

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针对性开展

维权关爱服务，守住妇女权益保障底

线。加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重点关注两地分居、婚姻关系变化、扶

养关系变动、发生遗产继承等家庭，及

时掌握动向，跟进化解纠纷，防止矛盾

激化或引发“民转刑”“刑转命”等案事

件。加强反家庭暴力工作，聚焦家庭暴

力预防和处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一

步加强多部门联动，促进全链条防治家

庭暴力。

同时，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保障，

重点关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建立健全

约谈机制，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处违法

行为，为妇女公平就业创造环境。加强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重点关注离婚、

丧偶等群体和户无男性等家庭，依法解

决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土

地承包经营权等“两头空”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联

动协作，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将妇女权

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和风险

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妇女全面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十部门联合开展“巾帼暖人心”
深化维护妇女权益专项活动

●我国成功发射云海三
号02星

●“ 中 国 网 事·感 动
2024”一季度网络感动人物
评选28日启动

●新报告：中国5G连接
数将在2024年底达10亿

●我国最大煤层气田日
产气量突破700万立方米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
模达10.74亿人

●沙尘侵袭北方 10 余
省份 南方多地有强降雨

据新华社电

（上接第一版）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

下，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

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的

发展权利应该得到尊重。相信中国将

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促进世界经济发

展和融合。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是

世界的正能量。美中经济关系紧密依

存，两国唯有和平共处，才能实现各自

发 展 繁 荣 。“ 修 昔 底 德 陷 阱 ”并 非 必

然。美国企业赞赏中方近期出台的一

系列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看

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坚定不移继

续深耕中国，同中国发展长期紧密的

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去

年 11 月在旧金山成功会晤，提振了美

国各界和世界对美中关系未来的预期

和信心。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支

持美中双方加强各层级交往交流，增

进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携手应对全

球性挑战，推动建立稳定、可持续、富

有成效的美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苦难与新生
——西藏翻身农奴影像档案：格桑曲珍

格桑曲珍出生于 1934 年，是西藏

山 南 市 琼 结 县 拉 玉 乡 强 庆 村 村 民 。

她 的 父 母 曾 是 当 地 庄 园 的 朗 生（农

奴），因此她一出生就成为庄园的农

奴。“早晨天不亮上山拾牛粪，夜里捻

羊毛到深夜”，然而最可恨的是他们

还要忍受饥饿，“每天只给一小勺糌

粑，根本吃不饱，只能不断喝水填饱

肚子”。

25 岁那年，格桑曲珍和其余两名

女朗生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便逃

走了。为了不被人发现，她们白天上

山躲避，夜里上路逃跑，但是最终还

是被人捉回了庄园。庄园派人将格

桑曲珍按在地上，双手双脚被人抓着

用木棍打在屁股上，“刚开始疼得不

行，后来打麻了感觉不到疼痛”，回忆

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在格桑曲珍的双

眼里打转。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格桑曲

珍迎来新生。她和丈夫先后育有 4个

孩子，如今，格桑曲珍与孙子和孙媳

妇一起生活，孙子外出务工，孙媳妇

在家照看老人。他们一家住在一栋

二层藏式楼房里，生活得非常幸福。

格桑曲珍说，现在的生活是过去

想象不到的，想吃什么都有，只要肚

子能装得下。

格桑曲珍（左三）与家人合影（3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格桑曲珍在家中（3月16日摄）。

格桑曲珍展示自己的身份证（3月16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