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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心 声

网友“烁”

大学要有创新精神，才能在新时代创造更多科研成果，为祖国培养出更多
杰出人才。

网友“点点”

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依靠人才，老一辈科学家的钻研精神应当传承下去。

网友“后来”

科研工作者除了提高专业素养，还要培养自己开放性、发散性思维，要专
业也要全面，这样才能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栏目编辑：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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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锦鲤小赵”

为“一毛钱米饭”点赞。不仅倡导了良好的节约习惯，又切实可行，建
议推广。以后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也不担心会产生浪费了。

网友“橡皮擦”

希望“光盘行动”能一直坚持下去，呼吁各个单位的食堂也可以推行
“一毛钱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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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格桑花开花开，，幸福路长幸福路长””
——网友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旭涛潘旭涛

8月28日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审时度
势、把握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
富，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连日来，网友热议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传递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要义

在互联网上，各大媒体第一时间
对座谈会精神进行解读。

8 月 30 日凌晨，“新华视点”微
博发布文章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中的“十个必须”，传递了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要义。这“十个必
须 ” 是 ： 必 须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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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必须”引发网友热议。网
友“白桦树”说：“守护边疆，爱护
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网友“恒
想”说：“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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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每一天”说：“在巩固脱贫成果
方面一定要下更大功夫。”

从“六个必须”到“十个必须”
的丰富和发展广受关注。

新华网“讲习所”栏目发布的文
章指出：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系统
阐述了党的治藏方略，提出“六个必
须”。从“六个必须”到“十个必
须”，治藏方略的论述更为全面、更
为深邃。

人民网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十个必须”，是在中央第六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六个必须”
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对西藏
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转载文
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审
时度势、把握全局，为新时代西藏工
作实现更大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各地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学深悟透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新时代
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各项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
进步、历史性成就。”

西藏取得了怎样的历史性成就？
新华社发文介绍说，2019 年，西藏
地区生产总值达 1697.82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 1959 年的 1.74 亿元
增长了约 205.8 倍，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7410元和
12951元，人均预期寿命由和平解放
初期的35.5岁提高到70.6岁，一个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
藏屹立于地球之巅。

“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题
为《这里就是最好的西藏，他们的眼
神多么真诚》 的文章。“如今的西藏
怎么样了？大家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看 看 他 们 真 诚 的 眼 神 ， 你 就 会 知
道。”文章选取了多幅人物表情图
片，图片中有正在表演节目的幼儿园
小朋友，有正在制作民族服装的中年
妇女，有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有脱
贫后的村民……他们眼神里充满幸
福。在留言区，网友“一生平安”
说：“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
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鼎力
相助的结果，是西藏人民艰苦奋斗的
结果。”

在很多网络文章中，专家学者从
不同侧面探讨西藏全方位进步的原
因。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
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朴说：“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西藏的发展进步举世瞩目。”西藏大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斌礼说：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党和国
家对西藏一直都非常重视。西藏发展
必须靠教育，西藏大学一直以来都在
努力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
下’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保护好生态就是最
大贡献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
心西藏生态保护。

新华网发文指出，2015 年，在
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双
湖县县委书记对话，谆谆告诫西藏干
部：“西藏要保护生态，要把中华水
塔守好，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生

态出问题得不偿失。”短短几分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详细询问西藏及双
湖的情况，叮嘱要保护好当地生态。

新华网的另一篇文章指出，2017
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在拉萨启动时，习近平总书记
致信祝贺，希望科考研究着力解决青
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
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
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
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

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光明网
发文介绍了西藏生态状况：西藏是世
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
区 47 个，保护区总面积 41 万多平方
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藏羚
羊、野牦牛、黑颈鹤等125种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和 1200 个西
藏特有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微信公
众号发表了题为《习近平出席中央第
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 的文章。不少网友关注生态保
护，在留言区写道：“绿色发展，推
进美丽西藏建设。”“让西藏天更蓝、
水更清。”“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
万水千山！”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共建
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
长效机制。”如何形成这一长效机
制？央广网报道了西藏久治县的做
法。久治县委副书记索南嘉曲说，

“我们坚持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结
合，以建立和谐共生参与机制为方
向，通过稳定草原承包经营，支持牧
民开展生态家庭牧场、暗紫贝母种植
等多种经营，创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等多种措施，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共建
良好生态的积极性，通过改善生态推
动脱贫攻坚，让绿水青山成为牧民群
众致富圆梦的最大资源、最大靠山。”

要发扬“老 西 藏
精神”

“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部要
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
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
高 ， 在 工 作 中 不 断 增 强 责 任 感 、
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金句在网上引发热
议，“老西藏精神”再次受到关注。

什么是“老西藏精神”？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表示，“老西藏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西藏
革命建设特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
驻藏部队几代官兵同西藏各族人民一
道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奋斗凝
结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西藏，交通落后、信息闭
塞、生活条件艰苦。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十八军进驻西藏后，立足高原，在
荆棘林中、沙石滩上开荒种地，全心
全意为藏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很
快得到群众认可。

据中国西藏网报道，近日，在西
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科教文化中
心，十八军后代芦继兵以“老西藏精
神”进行了宣讲。“当时，藏族百姓
中流传着一句话：‘哈达不用太多，
有一条洁白的就够；朋友不用太多，
交一个解放军就行’。十八军官兵用
真诚、善意的行动得到了藏族人民的
信任和爱戴。”芦继兵讲完这段话，
礼堂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
气，最宝贵的是精神。70 年过去
了，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老西藏精神”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
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转载文章指
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
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
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
他们广泛深入农村基层、牧区学校，
送医疗、送教育，从思想和物质两个
层面入手，开创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条
公路、第一座电站、第一座桥梁、第
一个邮局等200多个“第一”。

新华网评以“像格桑花一样扎根
雪域边疆”为题写道：在藏语中，

“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
的意思，格桑花则被视为高原上生命
力最顽强的花。在西藏，一批又一批
党员、干部发扬“老西藏精神”，像
格桑花一样扎根雪域边疆，团结带领
各族群众守护着西藏的稳定、繁荣。

央 视 新 闻 客 户 端 的 一 篇 网 文
说：“格桑花开，幸福路长。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族
儿女正与全国人民一起携手同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近日，安徽省亳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设立“就业夜市”，让有就
业需求的人们在逛夜市的同时就可以找
工作，让企业招工的渠道得到进一步拓
宽，实现用工、务工的高效对接。

图为9月2日，在亳州市建安文化
广场，求职者在“就业夜市”上寻找
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信息。

刘勤利摄 （人民图片）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办事处主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
夜市招聘会，吸引了 50 余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招聘岗位近 600
个。现场还设立了税收优惠、社会保险等政策咨询台，为大学生就
业创业保驾护航。

图为 8月 29日晚，在五星街道龙湖天街高校毕业生专场夜市招
聘会上，应聘者正在查看招聘信息。

史 康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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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西藏扎囊县羊嘎藏帽加工
厂，藏族姑娘在试戴传统藏帽。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②西藏山南市琼结县久河村村民

在表演“久河卓舞”。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③西藏拉萨拉鲁湿地风光。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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