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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 10 期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宣传部          【2021年 8月 9日】 

                               

【本期导读】 

★习近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年·70 年·100 年 从三个历史性时点看习近平西藏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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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谱写雪域高原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看

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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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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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

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推动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

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要准确把握西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扎实做好群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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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

福。要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

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

育结合起来，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要加强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

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

团结的思想基础。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

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

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要把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的实际行动。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

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用党性原则修身

律己，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要在为民服务

上力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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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推动发展上力行，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求真务

实、担当作为，创造性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破解发展

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努力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历

史和时代的新业绩。 

           （摘自《人民日报》2021 年 07 月 24 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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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70 年·100 年 从三个历史性时点看习近平西藏之

行 

7 月 21 日至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在西

藏考察调研。 

此行，是总书记时隔 10 年再来西藏，正值西藏和平解

放 70 周年，也是党的百年庆典之后总书记首次地方考察。

从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读出总书记西藏之行的深

意。 

（一）10 年：时隔 10 年再来雪域高原，见证新时代西藏之

变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坐飞机抵达林芝米林机场，

开始此次西藏之行。10 年前的同一天，2011 年 7 月 21 日，

习近平率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从拉萨飞抵林芝。 

那一次，正值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习近平率中央代

表团出席系列庆祝活动。这一次，正值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

年，总书记再次来到雪域高原。 

短短 10 年，西藏发生了巨变。 

10 年前，习近平殷切寄望：“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努力完成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创造西

藏各族人民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今天的西藏，已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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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于 2015 年 8 月和 2020 年

8 月召开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阐述新时代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谱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雪域高原篇

章。 

这次一路走来，总书记这样谈及感受： 

“这些年来，西藏各族群众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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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的巨变，正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历

史性成就的缩影。 

（二）70 年：总书记亲临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

年，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

群众的关怀。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和平解放。这一天，也是新西

藏的起点。 

70 年来，雪域高原发生了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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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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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善，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城乡面貌今非昔比…… 

这种变化，可以从“路”来谈起。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1954 年青藏、川藏公

路建成通车；青藏铁路通车结束西藏不通铁路历史。 

1998 年 6 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率福建省第

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据当时的随团记者回忆，从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

之间，500 多公里的路程，习近平乘车走了一天。“狂风卷

着碎石抛向四野，砸得车窗噼啪作响。” 

如今，又一条“天路”在雪域高原延伸——今年 6 月 25

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拉萨、林芝两

地之间的最短通行时间只要 3 个多小时。 

7 月 22 日，总书记从林芝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拉萨市。 

从崎岖山路到电气化铁路，从整整一天的颠簸到短短几

小时的路程，一条路足以折射沧桑巨变。 

正如总书记此次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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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0 年：百年沧桑初心不变，同舟共济迈向新征程 

此次西藏之行，还有一个大背景：这是总书记“七一”

之后首次赴地方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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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

上最恢宏的史诗。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从这次考察，也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西藏新发展

的关注点和着力点。 

生态保护一以贯之—— 

来西藏之前，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研究推动青

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议题；21 日刚抵西藏，第

一个考察点聚焦的就是生态：乘车来到尼洋河大桥，了解雅

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 

民生是重中之重—— 

在林芝，进村入户，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考察城市

公园，强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在拉萨，来到八廓街了解旅

游文创产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 

民族团结是生命线—— 

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同群众亲切交流，“我们 56

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同舟共济、迈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 

此外，还考察了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支撑的交通基

础设施——川藏铁路。 

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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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 

从关注点、着力点到最终的落脚点，总书记这样强调： 

“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

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

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年、70 年、100 年，不同的时空变迁，不变的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