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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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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先后召开第六次、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总

体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

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

藏指明了方向。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并将其概括为“十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

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

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

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

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

建设。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

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科学回答了一

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

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集中体现，为做好西

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

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西藏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经济建设全面快

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和睦宗教和顺、文化事

业繁荣进步、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党

的建设全面加强，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一、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

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十三五”发展目标如期完成，

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西藏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统筹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

作，经济活跃度不断提升。 2022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32.64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 2012 年增长 1.28 倍，年均增长

8.6%，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产业结构日趋合理，自我发展

能力显著增强。

特色农业优质发展。重点发展青稞产业、优质畜牧业、设

施农业，告别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老路。一大批优质青稞粮

油生产、无公害蔬菜种植、标准化奶牛规模养殖、牦牛藏羊养

殖等农牧业特色产业基地建成。2022 年，农畜产品加工业总

产值达到 60 亿元。

工业发展富有成效。第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建立起富

有当地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2012 年至 2022 年，工业增加值

增长 1.77 倍，产业链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2022 年，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比上年增长 1.1%，高新技术企业达 15 家。

第三产业活力增强。在中央支持下着力推动重要世界

旅游目的地建设，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山南

雅砻文化旅游节、林芝桃花节、那曲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等

成为重要的旅游品牌。 2012 年至 2022 年，接待旅游人数从

1058.39 万人次增加到 3002.76 万人次，旅游收入从 126.48 亿

元增加到 407.07 亿元，增长 2.2 倍。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

西曲登社区将雪巴藏戏与民宿旅游结合起来，走出致富新

路。藏戏传承人尼玛次仁说：“旧社会，我们跳藏戏是为了让

农奴主高兴，而今天表演，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更多人过上

美好日子。”

改革创新纵深推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健全

承 包 土 地 合 同 管 理 、经 营 权 流 转 管 理 、权 属 登 记 管 理 等 制

度。2014 年，曲水县白堆村农牧民群众领取到不动产权证书

（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西藏历史上首次为农户农村土地颁

证。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家庭农场、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等逐步发挥其在农村改革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持

续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22 年，全区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较 2012 年增长 13.05 倍。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深化“减证便民”，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西藏各类市场主体从 2012 年的 12.44 万户发展到 2022
年的 43.76 万户。创新驱动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0%
以上。

投资金融进一步惠及民生。2012 年至 2022 年，中央财政

补贴累计达 1.73 万亿元。在国家财政支持下，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增长 2.33 倍。投资重点放在增强

西藏经济发展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领域，在不同时期相继安排一大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重大工程项目，极大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招商

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4650 亿元，民间投资活力增强。金融机构

组织体系持续改善，逐步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层次、多元

化、多功能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明显

增强。

区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加强与周边地区交流合作，积

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陕甘宁青经

济圈、长江经济带等周边经济圈，努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

要通道。启动通关一体化改革，南亚标准化（拉萨）研究中心

挂牌成立。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拉萨综

合保税区通过国家验收。吉隆口岸扩大开放为国际性公路口

岸，实现中尼双边开放。2022 年，西藏外贸进出口总值 46.01
亿元，贸易伙伴遍及 95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西

藏智库国际论坛、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跨喜马拉雅

国际自行车极限赛等，已成为推动西藏与世界各地交流互鉴、

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

援藏工作成效显著。坚持不懈执行对口援藏政策，从

1994 年至 2022 年，先后有 10 批共 11900 名援藏干部人才奋战

在高原各地。不断加强同各对口援藏省市的协调，探索与援

藏省市和中央企业协同发展、产业合作以及援藏工作管理新

模式，统筹融合经济援藏、产业援藏、科技援藏、就业援藏、扶

贫援藏等，以及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实现从给资金、

建项目的“输血式”帮扶，逐步向产业培育、技术支持、人才培

养等的“造血式”帮扶转变。仅“十三五”期间，17 个省市规划

安排援藏项目就达 1260 个，完成总投资 200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

交通设施建设超常规发展。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

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2022 年

初，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 12.14 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通车

里程达到 1105 公里，形成了以 20 条国道为主骨架，以 36 条省

道、边防公路、农村公路为基础，基本辐射全区的公路网络。

铁路营业里程从 2012 年的 701 公里增加到 2022 年的 1359 公

里，青藏铁路格拉段完成扩能改造，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全

线开工、拉萨至林芝段通车运行，“复兴号”开进西藏、开到拉

萨。2022 年，管道运输量 0.31 亿吨公里。西藏航空顺利开航

运营。国际国内航线达到 154 条，通航城市 70 个，民航西藏区

局 2022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334.6 万人次。

电网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西藏电力实现从紧缺限电

到富余输出的历史性转变。先后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 4
条“电力天路”和“三区三州”电网建设等重点项目，在世界屋

脊织起一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民生网”和“幸福网”，形成

覆盖所有县区和主要乡镇的西藏统一电网，累计外送清洁电

量 130 亿千瓦时以上。通动力电的行政村比重达到 96.5%，用

电量从 2012 年的 28.84 亿千瓦时增长到 2022 年的 119.8 亿千

瓦时，增幅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

程全线贯通，区内电网联为一体，结束了阿里电网长期孤网运

行的历史。

水利设施建设取得崭新进展。“十三五”期间全口径投资

较“十二五”期间增长 52%，建成一批标志性重大水利项目。

拉洛工程入选全国有影响力十大水利工程，旁多、拉洛水利枢

纽并网发电、灌区通水，湘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开工建

设。水利惠及更多民生，防洪减灾成效明显，河湖生态持续改

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

提升。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自治区电子政务网、

自治区统一基础云平台、自治区大数据控制中心基本建成，积

极融入“东数西算”布局，西藏首个云计算中心建成，并获评国

家 绿 色 数 据 中 心 。 累 计 建 成 5G 基 站 8099 座 、光 缆 线 路 近

31.26 万公里。5G 网络实现县区及重点乡镇覆盖，移动信号覆

盖 3A 级以上景区，光纤宽带、4G 信号、广播电视信号基本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现代通信“云网融合”，实现寻常百姓与世

界联通。

——绝对贫困得到历史性消除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西藏始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落实“五个一批”脱贫措施，2019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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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

底摆脱了束缚西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2022 年脱贫人口

人均收入达到 1.38 万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水平。脱贫群众享有稳定的吃、穿、住、学、医等保

障，享有更加和谐的安居乐业环境、更加均衡的基础设施条件

和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乡村振兴加快实施。2021 年以来，累计实施建设美丽宜

居村 300 个，创建认定美丽宜居示范村 505 个；建设高标准农

田，实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建设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

创建场，农牧综合服务中心覆盖所有乡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达 6172 个，带动农业生产组织化和规模化水平提升；着力

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和绿色有机产业，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4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7 个、农业产业强镇 18 个；脱贫攻坚

成果巩固拓展，脱贫人口外出务工稳定在 20 万人以上，建设非

遗工坊 173 个，带动脱贫群众实现居家就业、就近就业，谱写了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西藏篇章。

——共同富裕程度显著提升

收入水平高速增长。202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2012 年的 18363 元提高到 48753 元，增长 1.7 倍；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5698 元提高到 18209 元，增长 2.2
倍；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2 年的 3.22 降低至 2.67，收入差距持

续缩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8568 元提高到

26675 元。自 2015 年起，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8
年居全国首位。

消 费 市 场 更 加 繁 荣 。 2022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726.52 亿元，比 2012 年的 318.39 亿元增长 1.3 倍。2022 年，货

运周转量达 130.88 亿吨公里，推动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有效

衔接；全区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

收入）完成 7.44 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17882.59 万

件，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1219.31 万件。19 家大型全国性电

商和物流快递企业陆续落户，冷链仓储面积达 11.3 万平方

米。市县乡村四级电商服务全面推开，2022 年，网上零售额达

91.4 亿元。

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需要各族人民坚定信心，

团结奋斗，振奋精气神，汇聚正能量。西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主流价值，积极传承和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盼。

——社会主流价值广为弘扬

核心价值观引领绵绵用力。西藏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印发《关于贯彻〈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实施意见》，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推进

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结合起来、与各项重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结合起来，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帮助各族干部群众树立

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西藏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红色文化教育发扬光大。2021 年，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

念馆新馆建成。全国援藏展览馆、西藏自治区“两路”精神纪

念馆、布达拉宫雪城系列展陈馆、江孜抗英遗址、拉萨市林周

农场红色遗址、尼木县革命烈士陵园、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

楼、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江达县岗托十八军军营旧址、改

则县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等，命名为西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站点

基石。

——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活力

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 3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5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4 个。80
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9 个村寨获评中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现已调查登记各类文物点 4468 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 2373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0 处。布达拉宫历

史建筑群（含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编制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帕拉庄园等一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完成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重

大文物保护工程，实施文物保护专项监测。完成萨迦寺、桑耶

寺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对平措林寺、托林寺、科迦寺等文物

建筑和壁画持续开展保护修复，开展同卡寺、查杰玛大殿、色

拉寺等珍贵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2013 年起，10 万余件各类

珍贵文物在数字化建档中得到更加科学的保护。在阿里噶尔

县故如甲木墓地进行的考古挖掘，出土“王侯文鸟兽纹锦”和

茶叶，充分证明早在 1800 多年前西藏西部就已通过丝绸之路

与祖国其他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考古

发掘获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

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

藏医药得到传承和创新发展。2019 年，国家投资 10 亿元

用于西藏藏医药大学新校区建设，该校累计培养了 7000 余名

藏医药专业人才。截至 2022 年初，西藏公立藏医医疗机构达

49 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藏医药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

94.4%和 42.4%。藏医药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实现藏药生产标

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先后整理出版 300 多部藏医药古籍文

献，收集珍贵古籍文本 600 多卷。藏医药学巨著《四部医典》入

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藏文古籍文献和非遗得到保护利用。2013 年，国家组织

实施《中华大典·藏文卷》重点文化工程，计划用 15 年时间，出

版从吐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文文献典籍，这是我国

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2012 年

至 2022 年，国家和自治区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3.25
亿余元，用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开展传习活动以及保护利用设施

建设等。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6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 96 名，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460 项、自治区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522 名。《格萨（斯）尔》、藏戏、藏医药浴法等已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藏语言文字学习使用得到依法保障。藏语言文字在卫

生、邮政、通讯、交通、金融、科技等领域都得到广泛使用。公

共场所设施、招牌和广告都可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藏文标

识，随时可以收听收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藏语文的节目。

中小学校均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和藏语文课程。截至

2022 年底，西藏公开发行藏文期刊 17 种、藏文报纸 11 种，累计

出版藏文图书 7959 种、4501.3 万册。2015 年，国家标准《信息

技术 藏文词汇》正式发布。全国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于 2018 年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审定的藏语新词术语》，包

含藏语新词术语近 1500 条；2022 年发布《党的十九大以来藏

语新词术语（汉藏对照）》，包含藏语新词术语 2200 条。

——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基本建成自治区、市（地）、

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市（地）

有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博物馆，县（区）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乡（镇）有综合文化活动站，村（居）有文化活动室。西藏现有

10 个专业文艺院团、76 个县区艺术团、153 个民间藏戏队、395
个乡镇文艺演出队和 5492 个建制村文艺演出队，专兼职文艺

演出人员超过 10 万人。西藏农村电影放映全面实现数字化，

全区 478 套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每年放映 6.3 万余场电影。建

成 6263 个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开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活动，提升基层文化设施服务功能，建

强 100 个村级群众性文化示范阵地。

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推出歌舞晚会《共产党来了

苦 变甜》《祖国·扎西德勒》《西藏儿女心向党》，话剧《共同家

园》《八廓街北院》，藏戏《次仁拉姆》《藏香情》，歌舞剧《天边格

桑花》等一大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彰显时代精神、体现西藏

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话剧《不准出生的人》、

歌舞晚会《西藏儿女心向党》、舞蹈《欢腾的高原》、广场舞《奋

进新时代》、少儿藏戏《喜迎新春》先后在全国获奖。

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

彩，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传承发展，山地户外运动广泛开展。竞

技体育水平逐步提高，“十三五”期间获得国际国内赛事奖牌

231 枚。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运动员多布杰夺得男子马拉松

赛铜牌，创造了我国男子马拉松亚运会最好成绩。2020 年洛

桑冬青奥会，索朗曲珍在滑雪登山女子个人越野赛和短距离

赛两个项目上创造了我国历史最好成绩。2021 年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西藏代表团共取得 3 金 1 银 2 铜的好成绩。2022 年

北京冬奥会，西藏两名运动员取得参赛资格，实现了西藏竞技

体育新突破。

广播影视出版事业发展壮大。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率分别达到 99.41%、99.56%。创作电影《布德之路》《我的喜马

拉雅》《七十七天》《宁都啦》，电视剧《呀啦索 幸福家园》，纪

录片《你好！新西藏》《西藏 我们的故事》《党的光辉照边疆》

等优秀影视作品。截至 2022 年底，共有数字影院 74 家，银幕

191 块，2022 年电影票房达 3722.87 万元，观影人次 87.97 万。

建好用好市地、县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推广使用自治区级融媒

体平台“珠峰云”。积极创作播出中华优秀文化纪录片，制作

译制民族语言广播节目时长超 15000 小时，每年制作译制民族

语言电影 80 部以上，制作译制民族语言电视节目时长达 7300
小时。现有各类印刷企业 40 家，各类出版发行单位 219 家，出

版期刊 231.73 万册、图书 270.7 万册，出版物销售总额 12.93 亿

元，建成 5400 多个农家书屋和 1700 多个寺庙书屋，有力推动

新闻出版繁荣发展，不断丰富农牧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文化市场活跃兴盛。制定实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大力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

业的意见》，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在藏注册的各类文化

企业在金融税收等各方面提供支撑政策，各类奖励资金、扶持

资金持续发力。截至 2022 年底，各类文化企业达 8000 余家，

从业人员超 7 万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 63.29 亿元，拥有

四 级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园 区（基 地）344 家 。 7 家 关 联 企 业 上 榜

“2021 西藏自治区百强民营企业”，4 家关联企业上榜“2021 西

藏自治区民营企业就业 20 强”，1 家民营文化企业 4 次荣获“全

国文化企业 30 强”提名企业。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推进顺利。“十三五”期间，91 个文化

产业重点项目顺利实施，总投资近 500 亿元。“西藏宝贝”文

化电商平台、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西藏出版文化产业园、

中国西藏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等平台相继建成。藏

文化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及舞台剧《金城公主》等一大批

特色文化项目走向市场。植根于西藏文化沃土、具有浓郁民

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动漫、影视、唐卡等文化产品市场反响

良好。

三、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

线，也是西藏工作的战略性任务。西藏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

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更相适应。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筑。西藏编写出版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读本等民族团结进步教材和读本，打

造“互联网+民族团结”交流平台，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

共筑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

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围绕“西藏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活动月”等时间节点，在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

位、城乡社区等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竞赛、文艺表演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深化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塑造，建成中

华文化主题公园，让中华文化始终成为西藏各民族人心凝聚、

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紧密。因地制宜构建互嵌式社

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格局已然形成，

涌现出拉萨市河坝林社区等一批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

多民族和谐街道（社区、家庭）典型。日喀则市仁布县切娃乡

普纳村 59 户村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村民们自发将民族

团结写入村规民约，约定每年召开民族团结座谈会，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在 17 个援藏

省市建立西藏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服务联络站，支持帮助毕

业生就业创业，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鼓

励支持区外种养大户、致富能手和涉农企业到西藏创业兴

业。西藏处处呈现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生动局面。

——民族团结进步持续巩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切实开展。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大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团结

市县行活动。2020 年，颁布《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创建条例》；2021 年，出台《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规划（2021—2025 年）》。西藏先后有 140 个集体、189 名个

人受到国务院表彰，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个人）

称号。拉萨等 7 地（市）均成功创建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热地的事

迹广为传颂，全社会掀起向“时代楷模”卓嘎、央宗姐妹学习的

热潮，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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