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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年之后，恰逢同一天，7 月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走进林芝。

2011年7月，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率中央代
表团，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那
一次，自拉萨赴林芝再到日喀则，山高路远，一
路走来感慨万千。

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后不久，总书记
再赴这里。

此行，习近平总书记尽可能地多看一些地
方，多接触一些当地干部群众。从林芝到拉萨，
此起彼伏的“扎西德勒”，载歌载舞的各族群
众，哈达、热巴鼓、切玛、青稞酒，幸福的日子宛
如绽放的格桑花。

这是一份活动丰富的考察日程。
21 日，林芝。尼洋河大桥，林芝市城市规

划馆，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工布公园；
22日，自林芝赴拉萨。听取川藏铁路建设

情况汇报，考察川藏铁路拉林段建设运营情
况，哲蚌寺，八廓街，布达拉宫广场，西藏人民
会堂，观看民族文艺演出；

23日，拉萨。会见接见西藏有关方面代表
并合影，出席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
会并作重要讲话。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里，惦念
着这里的乡亲们。一路上，触景生情。“目睹了
雪域高原美丽壮观的风采，生机勃勃的新气
象，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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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掷地有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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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这在党和国家
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是要
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
部群众的关怀。”

“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雪域高原的西
藏各族干部群众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

西藏的路：

已不是只有藏地雄鹰才能飞过

观西藏之变，从路开始。
世界屋脊，千年冰雪、崇山峻岭。地质

条件复杂，加上高寒缺氧，这块西南边陲在
漫长的岁月里被形容是“只有藏地雄鹰才能
飞过的地方”。

解放前，放眼西藏竟没有一条能走汽车的
路。当10多万筑路军民苦苦鏖战，终于在1954
年将川藏、青藏公路修到拉萨时，这一刻，结束
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多少人魂牵梦绕，热
泪盈眶！

路，于西藏而言，是奇迹，是改变，是希望。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西藏终于通

了铁路。第二条进藏“天路”，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在关心的川藏铁路。在北京时，他为这件
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多次
对推进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22 日一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川藏铁路
的重要枢纽站——林芝火车站。

站台上，两块展板，如拼图拼成一条蜿蜒
铁轨。跨高山峡谷、过大江大河，川藏铁路这两
段线路有着世所罕见的难度。

一条是拉萨至林芝段。这是西藏首条电气
化铁路，上个月开通运营后，将两个城市见面
的时间缩减到3个多小时。

还记得1998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
习近平第一次入藏，为的是接回福建第一批援

藏干部、送来第二批。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
一镇，他乘车走了整整一天。抚今追昔，感慨系
之：“当时的路况非常险，还好没有遇到滑坡，
窄的地方横着两根木头，我们下来搬。福建派
去援藏的，到墨脱那都是骑着马进去的。”

另一块展板，雅安到林芝段，更是千难万险。
习近平总书记驻足在几块不同“年龄”的花岗
岩前，拿起一块标注着“约10亿年”的，细细端
详：“这是我们难以遥望的时间概念。”

“最难的是遇到哪种岩石？”
“泥岩。施工怕软不怕硬。但现在机械化程

度今非昔比，都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总书记肯定

他们说，“你们规划很科学，全路段在推进，看
了很振奋。”“‘两路’精神要继续弘扬，敢打敢
拼，一段一段拿下来。要做就做好。”

登上火车，透过车窗向外眺望。江水一路
欢腾，穿峡谷、过隧道、跨大桥，时而是绝壁万
丈，时而是葱郁丛林，时而是鳞次栉比的楼房，
时而是轰鸣工地。这条路的艰辛不易，这条路
带来的生机活力，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建
设川藏铁路“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火车上，总书记召集相关同志，继续深入
研究铁路规划问题。

由川藏线放眼广袤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啊，中国的
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
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
画得更美。要充分论证、科学规划，铁路建设要
算大账。”

1952年1月，习仲勋同志在关于送班禅入
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报告中，对党中央治藏方
针提出了几点建议。毛泽东同志对这份建议予
以采纳，随后付诸实践。

“党中央结合实际，制定了不同时期的治

藏方略。70年来，我们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
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
2015年、2020年出席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传遍雪域高原。

汇报会上，自治区负责同志将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评价为“西藏工作的纲和魂”，工作中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中找到答案和方法，
只要学习好、领悟好、坚持好，做好西藏工作就
有方向和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深以为然：“党的方针政策
是正确的，是符合西藏实际的，我们要好好领
悟它，使之变成贯彻方案、落地生效。按照这样
一个立场、观点、方法，自然就能找到方向，找
到发展之路。”

西藏的村：

再也不是“把鞋子拴腰上”的模样

嘎拉村，习近平总书记 21 日考察的小村
子，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1998 年来林芝，他去看了巴吉村。2011
年，习近平再赴巴吉村看变迁，在那里他说的
几段话，人们至今念念不忘：

“致富之路就在脚下，就是动脑筋，做聪明
人。聪明人实际上就要选好发展之路。西藏的资
源很宝贵，有的是很独特的，还有很强的后发优
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而且今后会更宝贵。”

“林芝旅游业占 20%，那么就需要我们发
展精品的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发展群众旅游业。”

这次去的嘎拉村坐落在318国道旁，村里
搞起了农牧民运输队，发展起了桃花节旅游。

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提起母亲总有一
个萦绕不去的镜头：“过去的路，满是牛粪和泥
泞，她总是把鞋子拴腰上，赤脚走过村里的路。”

而今，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道路，一栋栋
藏式楼房在湛蓝天空下、在连绵群山前星罗棋
布。袅袅炊烟，一片祥和。

总书记走进村民达瓦坚参家做客。
房子敞亮，小院花红叶绿。桃木雕花的家

具、藏族风格的画饰，冲水式的卫生间，还有自
家粮仓。

总书记一袋袋粮食细看，小麦、荞麦、
青稞、油菜籽、豌豆、玉米，他欣喜地捧起
一捧，迎着光端详。房梁上挂着一排藏香猪
腊肉，一排奶渣子，墙边是“自家酿的酒”。
再看隔壁厨房，牛羊肉堆得满当当，那些酥
油也“得有上百斤吧？”

坐下来，唠家常。达瓦坚参给总书记算算
自家收入账。

跑运输是一项收入，家里一辆挖掘机、一
辆铲车。

桃花沟门票分红是另一项收入。家里6口
人，一年能拿十来万。边巴补充说，过去野桃树
砍了当柴火烧，现在真切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每年三四月份，千树万树，千朵万朵，山坡
沟谷如丝路花雨、如云霞落地。天南海北的游
客慕名而来，今年日子才过半就已经接待了
14万人。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说：“这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福利，送给你们一个桃花源啊。”

这家还有种植养殖的收入。22 亩耕地流
转，剩下 7 亩种些自家吃的口粮。家里养了牦
牛黄牛，“牦牛喜欢凉快，等到青稞播种了，它
们慢慢就往山上走了。”

习近平总书记很欣慰：“你们的收入，加减
法算出来，好几十万了。很幸福的一家人。”

达瓦坚参的两个孩子笑容灿烂。女孩普巴
拉姆长大想当医生，男孩普布次仁告诉总书记
自己要当短跑运动员。

（下转第二版）

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记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并进行考察调研

东京奥运会前两个比赛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六金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
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愿望。这一论述内涵丰
富，意义深远，明确指出了国家统
一、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充分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
题上的责任担当和战略自信，进一
步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磅礴力量。连
日来，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海
峡两岸引发热烈反响和广泛共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可以昭示未
来，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民族
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民心所向。大陆一直以最大
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

以和平方式实现完全统一的
必要前提，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和“九二共识”。尽管海峡两岸
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
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
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
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
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
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
胞切身利益。

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
国主义传统。作为骨肉天亲，两岸
中国人理应携起手来，共同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大陆始终坚持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全心全意
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随着惠台“31条”“26条”和助力
台企“11条”、农林“22条”的出台及
落地，越来越多的台胞们不断分享
着大陆发展机遇，有了更多参与感
和获得感。亲望亲好，在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
定然不会缺席。

随着岛内形势的变化，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道路正面临新的严峻
考验。重新执政的民进党迄今未放

弃“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
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极力推行“去
中国化”的政策路线，大搞“文化台
独”、“法理台独”直至以疫谋“独”，

“亲美友日抗中”的姿态愈发明显。某
些外部势力也妄图插手台湾问题，玩

“以台制华”的鬼把戏。大陆愿为两岸
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
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
空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
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决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今天的中国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能力、更有
条件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外部势力
想要插手阻挠，只会以失败告终。
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的筹码也
只会越来越少，“台独”势力的分裂
幻想必将成为泡影。国家强大、民
族复兴、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是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
中大国，唯有国家统一、强盛，两岸
同胞才能过上更加富足美好的生
活，我们的共同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
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的号召，和衷共济、团结向
前，同担民族复兴大义，坚决粉碎任
何“台独”图谋，矢志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共圆中国梦。

历 史 不 能 选 择 ， 现 在 可 以 把
握，未来可以开创。有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领航掌舵，有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
所有中华儿女的紧密团结和齐心努
力，我们一定能凝聚起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的磅礴力量，共创民族复兴
美好未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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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东京7月25日电 （记者刘峣）
24日—2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
运会前两个比赛日共获得 6 金 1 银 4 铜，
位居金牌和奖牌榜首位。

7月24日，“00后”选手杨倩在女子
10米气步枪决赛中，以251.8环的成绩为
中国代表团赢得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

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比赛中，侯志
慧以抓举 94 公斤、挺举 116 公斤、总成
绩 210 公斤夺冠，抓举、挺举和总成绩
均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在击剑赛场，中国选手孙一文在女
子重剑个人决赛中凭借关键的最后一
剑，以11∶10战胜罗马尼亚选手，赢得
中国女子重剑项目的首枚奥运会金牌。

7 月 25 日，在女子双人 3米板决赛
中，中国组合施廷懋/王涵以326.40的总分
摘得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奥运会该
项目上的五连冠。

举重赛场捷报频传。在男子 61 公斤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发彬以总成绩 313
公斤获得冠军。在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

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谌利军在抓举落后
对手 6 公斤的情况下绝地反击，以 332 公
斤、领先对手 1 公斤的总成绩赢得金牌。
两名中国选手都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此外，在射击项目男子 10 米气手枪
决赛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庞伟摘
得铜牌；姜冉馨获得女子 10 米气手枪铜
牌；16 岁的小将盛李豪和 25 岁的杨皓然
分获男子 10 米气步枪项目的亚军和季
军。赵帅在跆拳道男子 68 公斤级比赛中
摘得一枚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