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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刘梦婕）春
节、藏历新年日渐临近，为给广大市
民群众提供品类丰富、集中便利、安
全有序的节日购物环境，满足年前
年货交易需求，由蔡公堂街道主办、
恩惠苑社区承办的便民年货市场火
热开市。本次集市自 1 月 22 日开
始，将持续至2月6日结束。

在蔡公堂便民年货市场，前来
购买年货的群众往来穿梭、络绎不
绝。市场上有农产品、装饰摆件、仿
真花朵、酥油、卡塞等一系列过年必

备产品，大家来回挑选、问价，市场
一派火热的景象。

“往年我们买年货要进城，一方
面路途遥远，另一方面停车不太方
便，今年在家门口就能买年货，心里
很高兴。”市民琼达说。

来自林周的多布青脸上洋溢着
喜悦的笑容，他出售的是一些装饰
品、日用品等物件儿，往年他要在市
区流动售卖，今年有了摊位，他高兴
极了。

多布青说：“我是从林周过来
的，今年能在这里摆摊，我非常高
兴，这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感谢党
和国家。”

市场里，还有一些来自蔡公堂
街道各村（居）的村民也摆起了小摊
位。尼玛次仁是白定村的村民，他

的摊位上，有自家种的土豆、青稞，
还有“古突”夜大家需用到的麦秆。

“今年我也成了年货市场里的
一名摆摊者，在这里摆摊不需要交
租金，我觉得很划算，感谢相关部门
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尼玛次
仁说。

香甜酥脆的“卡塞”是大家过年
时必不可少的美食，公堂村群众制
作的“布鲁”，也在周边小有名气。
村民们平日里打工、干农活儿，年底
便回家炸“布鲁”，今年的便民年货
集市上有三家公堂村村民申请的销
售点，销售情况也让大家脸上洋溢
着收获的喜悦。

公堂村村民次仁卓嘎告诉记
者：“两天时间里，我们已经卖了 9
箱的‘卡塞’，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

么好的平台，我们要倍加珍惜。在今
后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提高‘卡塞’
的质量，让群众吃得放心。”

吆喝的摊贩、挑货的人群、藏族风
味的特色小吃还有随风摇晃的大红
灯笼，有了这些才更有“年味”。人们
逛着集市，也享受着乡情和生活气
息，一件件年货，承载着人们对新年
的畅想与期盼。蔡公堂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德吉卓嘎说：“此次蔡公堂街
道便民年货市场设立了100个摊位，
每个摊位每日只收取10元的卫生费，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方便辖区群众就
近就便购买年货，同时市场也积极吸
纳恩惠苑社区易地搬迁群众以及本
地农牧民的产品进行销售，既丰富了
商品种类，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增收
渠道。”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嘎）为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
强辖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
分展现辖区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群
众的新生活、新风貌，26日，八一街
道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举行“同心
联动情暖基层 凝心聚力共启征
程”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贺鹏参加。
此次新年联欢晚会共分三大篇

章，分别为“同心向党”“同心向民”
“同心向未来”。活动中，来自拉萨
市歌舞团、辖区企事业单位及社区
文艺队的演员们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舞蹈《哲嘎》《相聚》《夏龙查》、合唱

《再唱山歌给党听》、独唱《扎西罗萨》
《农村姑娘》及小品《法官来我村》等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

整台联欢晚会充满欢乐、祥和、喜
庆的气氛，一首首动听的旋律，一段
段欢快的舞蹈，展现了广大群众健
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时
代风采。

此次联欢晚会不仅增添了欢庆祥
和的节日气氛，更丰富了居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居民邻里之
间的感情，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和满足感。

活动中，贺鹏还慰问了辖区“最美
党员”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敦煌，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
泉，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

80年前，1944年1月，国立敦煌
艺术研究所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结束了敦煌石窟近 400 年无人管
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大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
传承工作。”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表

示了对这座底蕴深厚的丝路古郡的
向往。2019年 8月，总书记来到这
里考察调研，深情地表示，此行实现
了一个夙愿。

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
范，到打造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从莫
高精神的代代传承，到敦煌文化的
发扬光大……殷殷牵挂、谆谆嘱托，
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的
深厚情结，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
深邃思考。

“敦煌我一直是向往的”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丝路重镇
敦煌，多元文明在此交汇，孕育莫高窟
的华光璀璨。

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走进莫高窟第323窟，习近平总书
记望向北壁上的一幅壁画。

“这是张骞。”总书记说，随即又问，
“这是什么时代画的？” （下转第三版）

习 近 平 的 敦 煌 情
新华社记者

近日，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熊海教授带领西藏大学医学院的老
师和研究生再次来到林周县强嘎乡
进行回访义诊。去年 12 月，熊海教
授带领医疗团队在强嘎乡用 3 天时
间为 200 多名藏族群众进行义诊，并
免费发放药物。

图为西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
给患者检查身体。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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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公 堂 便 民 年 货 集 市 消 费“ 旺 ”

2023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
度，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
础工程，构筑日益强劲的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矢志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
心聚力

2014年春，五四运动95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大校园，
在同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
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
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
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
思想道德基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24字要求明确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凝结
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

为民族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
神力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
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
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
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
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
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

“中国精神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积极深入中
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把长
期以来我们民族形成的积极向上向
善的思想文化充分继承和弘扬起
来”。

有价值才能凝聚力量，有力量
才能追寻梦想。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立
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成功实践，包含民族精神与时
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
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成为实现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为民族复兴提供共同的思想道

德基础——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
院参观考察时指出：“只要中华民
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
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
望。”

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
人之德，也是一种大德，即国家之
德、社会之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之所
以越来越清晰可感，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对立人之德、强党之德、兴国之德
的坚定追求与积极践行。

今天，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
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
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无本
之木，而是有根有源。

2014年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三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要认真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
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
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
滋养。

2014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柏林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
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
时强调：“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已经成
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
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
式。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就是源于中
华文化。”

“富强、民主”连通“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民为贵”的质朴理想；

“公正、法治”汲取“奉法者强则
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崇法思想；

“诚信、友善”吸收“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仁者爱人”的价值追求；

……
（下转第二版）

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六

新华社记者 黄玥 董博婷 齐琪

2023年，拉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
设的重要思想和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
动，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当好“七个排
头兵”，奋力实施“强中心”战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为全市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坚定对党绝对忠诚，始终拥护“两个确
立”、做到“两个维护”

拉萨市始终坚持把“两个确立”作为最深刻的政
治领悟、政治信念、政治自觉，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的内生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
排。严格“第一议题”制度，健全闭环机制，开展全覆
盖全过程盯办督办。2023年，拉萨市委常委会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190件
次，学习贯彻王君正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和工作部署
164件次，做到事事覆盖到位、件件贯彻到底。

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
法执政，修订完善市委常委会工作规则。2023年，拉
萨市委向自治区党委请示报告工作163次，召开各领
域议事协调会议28次，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会、团
委、妇联、文联组织等换届全过程，定期听取市人大常
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中法、检察院党组工作汇
报，提高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水平。

持续深化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5件5人，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强化政治忠
诚教育，开设市县提升“政治三力”培训班，举办“拉萨讲坛”19期，领导干部政
治能力不断增强。认真执行党章、准则，严格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
度，推动学习讨论、讲党课、组织生活到支部。

加强理论武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
化内化转化

拉萨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指导实践，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到底到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开展大学习、大
宣传、大落实活动，领导干部、宣讲队伍、基层组织开展学习宣讲活动2.1万场
次，实现党员群众全覆盖。同时，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开设专题专栏，刊发相
关重点稿件、视频1000余条次；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
讲活动8场次，线上线下受教群众23.9万人次，掀起了全社会学习热潮。

第二批主题教育推动有力。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拉萨市委常委会带头举办读书班，示范带动87家县处级以上领导班
子读书班不少于7天。学习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确定调研课题387个，
发现问题4355个，已推动解决3492个。深入检视整改，明确18个专题开展专
项整治，细化问题清单1254条，并逐条整改，促进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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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街道举行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
贺鹏参加

中国队在冬青奥会表现鼓舞人心
——访国际奥委会委员于再清、李玲蔚

（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