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出行
WEST TIMES 3新闻·综合 2024年10月11日

责编：张海燕 美编：潘俊红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四个关键字，看民族团结在雪域高原开花结果

拉萨：名城 要城 净城 新城

西藏军区某部近日举办第四届“情系边疆、爱洒高原”集体婚礼，26位新娘自五
湖四海而来，与该部官兵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王雨霏 廖 力/摄

拉萨，藏语意为“圣地”，是西藏自治
区首府城市，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科教中心，也是藏传佛教圣地。地处
西藏中部稍偏东南，位于雅鲁藏布江支
流拉萨河北岸，地势总体由东向西倾斜，
平均海拔3650米，是一座具有1300年历
史的古城。拉萨是历史文化“名城”、藏
区稳定“要城”、雪域高原“净城”、改革开
放“新城”，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拉萨史称“逻
些”，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名城。早在公元
7世纪，松赞干布兼并邻近部落、统一西
藏后，就从雅隆迁都惹萨(今拉萨)，建立
吐蕃王朝，成为当时西藏宗教、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
布达拉官，是政教合一的象征。1951年5
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拉萨城进入了新
的时代。196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拉萨为
地级市。1982年又将其定为国家首批公
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拉萨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文明的洗礼和
文化的鼎盛与延续，积累和沉淀了丰厚
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素以风光秀丽、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俗民情独特、名
胜古迹众多、宗教色彩浓厚而闻名于世。

拉萨市现辖 5 县 3 区(当雄县、曲水
县、墨竹工卡县、尼木县、林周县、城关
区、堆龙德庆区、达孜区)和3个经济功能
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柳梧新区、
文化创意园区)，全市总面积 29640 平方
公里（2.964 万平方公里），东西跨距 277
公里，南北跨距202公里，城市建成区面
积73.5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95万、户
籍人口54.36万人，有藏、汉、回等38个民
族，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
78.4%。

2023 年，拉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834.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9.92 亿元，增长
7.7%；第二产业增加值328.81亿元，增长
10.0%；第三产业增加值 476.06 亿元，比
上年下降9.4%。

拉萨气候属高原温带半干早季风

气候。气候特点为:辐射强，日照时间
长，年日照时数在 3000 小时以上，素有

“日光城”的美誉;干湿季明显，冬春降雨
少，天气干燥多大风;雨季降水集中，年
降水量为200-510毫米，主要集中在6-
9 月份，多夜雨;年无霜期 100-120 天;平

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6月份平均气温
为15.7℃，平均最高气温为22.9℃，是一
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1 月份平均气温
为-2℃，平均最低气温-9.7℃，是一年中
温度最低的月份，多年极端最高温度为
29.6℃，极端最低温度-16.5℃，分别出现

在6月份和1月份，夏秋季无高温，是夏
季的避暑胜地。

拉萨自然资源丰富。全市境内江河
年均流量340亿立方米，湖泊储水200亿
立方米，地下水丰富，念青唐古拉主峰及
附近约578平方公里的冰川和永久积雪
带储存大量固体水。人均水量和每亩地
占水量均高于全国水平。河流(不含雅
鲁藏布江过境段)水电资源蕴藏量255万
千瓦，地热田年热流量发电潜力15万千
瓦，地热地区天然热流量发电潜力 26.8
万千瓦，年太阳总辐射值达202千卡/平
方厘米。拥有矿产资源50多种，刚玉、高
岭土、自然硫储量位居全国前列，铅锌
矿、铁矿、铜矿储量分别达到40万吨、230
万吨和 460 万吨。动植物资源独特，虫
草、贝母、天麻、鹿茸、牛黄、红景天、雪莲
花等动植物药材品种繁多，青稞、芫根、
藏鸡、牦牛等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营养价
值高。

拉萨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有
气势恢宏的地质景观、磅礴玉洁的雪峰
冰川、美丽恬静的草原风光、波光万顷的
高原湖泊、气象万千的地热云雾和郁郁
湿润的湿地林卡。全市名胜古迹众多，
景点星罗棋布，有大小寺庙200余座，仅
市区内已被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就
有40多处，文物库存几十万件;有风雨千
秋的历史胜迹，有美妙绝伦的壁画、唐
卡、造像和塑像艺术，有独具神韵的民族
歌舞、服饰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以
布达拉官、大昭寺为中心，方圆1.3平方
公里的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全人类
的尊重和保护。拉萨市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76项，其中拉萨雪顿节、觉木隆藏
戏、拉萨朗玛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项，拉萨堆谐、打阿嘎工序、直贡藏医
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项。

昆仑仙域，永沐圣光。天宫垂卧，野
色苍茫。势守西南，集祥瑞之福地；身临
雅鲁，尽川流以涵芳。雄鹰振之羽翅，高
原揽胜；幽兰隐于碧草，河谷盈香。唐古
拉之寂寂，应是神眷；纳木错之浩浩，何以
云妨。冰雪覆之峭岭，牛羊动以春阳。喜
物候之温暖，惯声籁之悠扬。佛法遍迹，
虔诚寻常。客多美誉，人共乐康。疑丹青
之洒落，又仙子之新妆。别四时之秀色，
独九州之风光。往来接踵，必躬亲而愈
爱；周游影密，每心洗而犹昌。世浊不入
此处，霞帔漾之明堂。

氏族发于西汉，并统定以隋朝。慨
吉雪之土沃，慕松赞之勇骁。宗戚缪
力，举争伐于疆域；父子承袭，避豪强而
移遥。平荒芜之池沼，号以吐蕃；负石
岩于群羊，名乎大昭。闻贞观以称臣，
适长庆而登霄。后政令以迭改，况动荡

之不消。悲僧侣之魂灭，若木叶之渐
凋。间奴隶以揭竿，多集团之兵交。南
宋焚毁，莫论农桑渔牧；大元翻修，试以
沙玉泥陶。明兴祈愿之会，清研密宗以
聊。硝烟或有，战乱偶招。解放自治，
复远尘嚣。

山林黛翠，宫墙素红。久伫屋顶，遥
指苍穹。辉下重楼叠堡，梦里今古殊同。
历千载而韵老，引万邦以忘功。布达拉
宫，念文成于唐盛；罗布林卡，遗园景而华
从。金光点点，泛珠玉而在侧；祷声隆隆，
访喇嘛之行踪。殿灿庙雅，寺掩山雄。湖
光潋滟，兰舟暖融。野凫栖之炎夏，碧波

濯锦；牦牛渡以寒冬，银滨邀风。晒佛藏
戏，信徒哲蚌寺前；采青挂幡，珍宝药王山
中。唯旷莽而难驭，诚豁然以塞通。登高
而去凡尘，赴此以寻始终。

民皆质朴，性乃蔼亲。劳生怀志，守
道甘贫。无熙攘之名利，岂顾成败；授节
庆以贺颂，荐酬友宾。昔牛王会，考源典
以拜祖；今花灯节，彰歌舞而娱身。茶分
酥油而成，酒酿青稞以斟。糌粑解馋饱
腹，雪顿爽口生津。收乃望果之乐，体则
赛马之魂。着美服而勇善，视物我以等
均。劝鸟休隐，恐峰岚之啼破；戴月闲步，
睹迷途而孰真。归空离相，正觉慧根。一
梦佛域，星汉何分：

平生拜佛苦沉吟，圣地归来不必寻。
宫殿恢宏彰志气，山川清冽洗尘心。
甘居幽谷催新草，欲作浮云向野林。
万界风光何若是，忽闻梵语已深深。

新华社拉萨电 近日，记者随“雪域高
原焕新貌”调研采访团来到西藏。广袤高
原上，从绿意盎然到民生暖意，从民族交融
到兴边富民，焕新之变无处不在，涵养出愈
发绚烂的民族团结之花。

“绿”守护好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9 月的藏东南，尼洋河畔绿意葱茏。
今年3月在河畔荒滩种下的桃树，枝干渐
长，明年春天就会开出粉白的桃花。

“以后这里会像下游的雅尼湿地一样
美丽。”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村民尼
玛曲吉说。

2021 年以来，雅尼河谷累计绿化国
土面积 8419 亩，来自巴宜区、米林市 5 个
乡镇的村民参与其中，让黄沙不再、枝叶
渐长。

种下的是花草树木，改善的是生态环
境，提升的是居民生活质量。

“过去这里缺林少绿、荒山秃岭，每天
看着光秃秃的山，心情都不好了。”拉萨市
民曲珍望着绿意盎然的南山公园，回忆起
10多年前的景象。

2021 年起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
程，计划用 10 年完成营造林 206.72 万亩，

将拉萨打造为青山拥南北、绿水绕古城的
生态宜居高原城市。

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正在变湿、变
绿。无数人付出艰辛努力，只为守护好这
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暖”民生温度标刻幸福

雪域高原上，煮饭做菜不易熟、传统高
压锅操作复杂且存在安全隐患，一直是困
扰农牧民群众的生活难题。

2022 年，西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
厅牵头，组织有关机构、企业成立技术
攻关小组，深入不同海拔地市调研测
试，创新研发出更省心顺手的高原多功
能炊具。

“使用这种高压锅，单手操作就可以泄
压，不烫手、不喷溅；锅盖会显示温度，还有
报警功能，更安全。”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久和介绍说。

2023年，69万只高原炊具走进农牧民
家中。崭新的“高原锅”、丰富的食材，烹饪
出幸福的“呀咕嘟（好）”味道。

暖意也在雪域高原上的“天下第一道
班”蔓延。

109道班承担着唐古拉山口的道路养

护保通任务。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70
年来，一代代高原养路工人在这里深深扎
根、甘作路石。

“感谢你们在雪域之巅，一直默默守护
这条神奇的天路，温暖了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救助站里的200多面锦旗、4000余
封感谢信，写满过路人对养路人的感激，也
映照出一幅幅民族团结的感人画面。

对口援藏工作开展30年来，17个省市
和数十家中央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有效助
力重大民生问题的改善提升。

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13.1年；400多种“大病”不出西藏，2400多
种“中病”不出市地，常见“小病”在县级医
院基本就能及时治疗……一件件惠民实
事、一项项民心工程，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
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融”茶和盐巴永不分离

“突切囊（感谢）！突切囊！”今年年初，
凛冽寒风中，尼玛次仁和汉族志愿者蓝明
峰为一名腿脚不便的病人送去拐杖。临行
前，这名受助群众将亲手做的饼子塞到两
人手中。

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洛康萨社

区，各民族群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11年来
送医送药、照顾老人……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尼玛次仁说：“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各民
族群众互帮互助，亲如一家。”

同吃一桌饭、同上一堂课、同感民族
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田。

阿里地区札达县九年一贯制学校广场
旁，指着展板上的“扎根雪域高原的玉麦姐
妹”，六年级学生扎西旺姆自豪地说：“这些
故事我都能用自己的话讲出来。每次讲，
大家都凑过来听。56 个民族本来就是一
家人！”

不只是社区和校园。漫步拉萨，古色
古香的八廓街，天南海北的各族商户“比邻
而市”；驻足阿里，街头巷尾其乐融融，身着
多彩民族服饰的老人、孩子和青年，传递出
幸福和喜悦……

中华一家，情深意长。“共居共学、共建
共享、共事共乐”的格局已然形成，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茶
和盐巴永不分离”的故事书写着新的篇章。

“兴”绘就兴边富民新画卷

如今的西藏，21 个边境县的经济总
量和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建成624个

边境小康村，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极
大改善。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
钥匙，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
力源。

走进日喀则市江孜县班觉伦布村，“阿
佳（大姐）”们哼着歌，娴熟操作机器……一
双双巧手，编织出彩虹般绚丽的氆氇。

氆氇是藏族群众制作藏式衣物的毛织
品，制作工艺已有上千年历史。在上海浦
东援藏力量帮扶下，“阿佳格桑工坊”7月
正式开放，近30名当地妇女得以在家门口
就业。

类似江孜氆氇这样的产业，已成为西
藏发展的一张张新名片——

在那曲，“乡村振兴 那曲奋进”活动
广泛挖掘乡村能人，助力特色产品走向广
阔市场；在山南，核桃树成为“摇钱树”，带
活乡村旅游、木碗加工等产业链；在阿里，
日土白山羊绒享誉国内外，成为当地推进
乡村振兴的“软黄金”……

日子更好，心就更齐。
一步跨千年，同筑中国梦。各族同胞

心相通、情相融，志相同、力相聚，同创昨日
辉煌，也必将共同迎来新的飞跃。

（采写：舒 静 王明玉 魏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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