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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

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3月 21日下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强调研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
态治理工程（二期）两岛内河绿色生态廊道提升
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工作统筹，注
重功能性和景观性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把水系做活做精
做美，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为人民群众营造水清
河美的生活环境。

在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态治理工程（二期）
两岛内河绿色生态廊道提升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各司其职，在机械和人力的有效配合下有
序忙碌。王强一行实地查看现场施工情况，向负
责人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呈现效果、监理台账等
情况，并就工程存在的重点问题、堵点问题现场
剖析，提出意见、建议。

王强指出，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态治理工
程既能提升城市品位，又可改善人居环境，是惠
及人民、造福百姓的重要民生工程。民生工程建
设容不得“糊涂账”，容不得一丝“水分”，各部门
和施工单位要各负其责、团结协作，下足“绣花”
功夫，确保建成人民群众的“满意工程”。

王强指出，要转变建设理念、大胆构思设计、
科学组织施工，实现高质量施工、高效率推进、高
品质建设。把精细、精致理念贯穿于工程建设全
过程，紧盯关键环节和工作细节，让时间服从质
量、让质量服从安全，让进度服从成效，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

王强强调，施工、监理单位等要强合力，明确
工作职责，密切协作配合，规范操作流程，做好
工作衔接，高效推进水系整体改造提升。要严监
管，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纪律规矩，发挥民意监
督，特别是对关键部位的工程质量和施工工序进
行严格把控，把工程项目做成“民心工程”，经得
住群众检验、赢得群众的肯定。要提成效，找准
工程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厘清原因，快速破
解，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加
快进度，确保按照时间节点竣工达效。

副市长扎西白珍陪同调研。

把
水
系
做
活
做
精
做
美

全
面
提
升
城
市
品
质

3 月 21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调研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态
治理工程（二期）两岛内河绿色生态廊道提升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图为王
强在生态廊道提升工程内河1号闸施工点了解工程建设情况。

拉萨融媒记者 多吉吉布摄

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据
拉萨市 2023 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
发布会通报，去年，拉萨市城乡居民
收入比值为2.19，较上年缩小0.0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得到持续缩小，
城乡发展得到进一步协调。

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拉萨
调查队采访获悉，2023年拉萨市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自治区工作要求，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千方百计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实现稳
步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

增速保持高位。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6.3%和
9.9%，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和
2.2个百分点，高于上年1.7和 2.6个
百分点，增速继续保持在高位，居民

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
总量持续提高。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014 元、3319 元，高出全区平均水
平2935元、5086元，比较优势进一
步扩大。去年，我市是全区七个市
（地）中两项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唯一市（地），也是两项收入均
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唯一市（地）。

结构不断优化。从城乡看，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19，

比上年同期缩小0.08，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0.20，比全区低0.41，城乡结构持
续得到优化。从收入构成看，城镇居
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6.9%、5.5%、6.9%、4.9%；农村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
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11.1%、
8.4%、10.5%、10.4%，各项收入实现全
面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动能更加
丰富，结构不断优化。

增速保持高位 总量持续提高 结构不断优化

2023年拉萨市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实现全面增长

拉萨融媒讯（记者小拉姆次仁）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二届“世界水
日”，3月 22 日至 28 日是第三十七
届“中国水周”。市水利局围绕“精
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
水资源”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上午10时，市水利局联合市气
象局、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在文
创园区旅游集散中心广场通过沿街
设点悬挂横幅、张贴标识，发放宣传
手册等开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
人员为群众认真讲解《水法》《地下
水管理条例》《河道管理条例》等涉
水法律法规和水知识宣传手册，进
一步提升了群众爱护水资源、保护
水环境意识。

“水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
少的，保护水资源人人有责。平时
我也经常告诉家人要珍惜水资源，
别浪费一滴水，家里人也非常珍惜

水资源，不浪费水。”慈觉林村村民旦
增说。

随后来到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
态治理工程（二期）两岛内河绿色生
态廊道提升工程工地上开展宣传活
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涉水法律法规
及节水相关宣传资料、与施工人员面
对面交流等形式，在项目区营造了节
水护水、珍惜水资源的良好氛围。

在神力时代广场的 LED 大屏幕
上滚动播放着节约用水相关宣传标
语，来往群众纷纷驻足，认真观看宣
传内容，表示要进一步提高自身节水
意识，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结合
实际生活与工作，通过自身行动切实
做到节约用水。“下一步，我们将围绕
活动主题，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引导公众保护水资源，提高
公众节水、惜水、护水意识。”市水利
局工程师贾蔺玭说。

我市开展世界水日宣传活动

感党恩 颂盛世
——说说我们的新变化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翻身解
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65年后的春天，记
者来到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嘎东社区五组翻
身农奴朗杰老人家，听他用歌声生动述说生活
点滴里的时代变迁，用旋律抒发喜悦之情和对
党的感激之情。

“北京的金山上光茫照四方，毛主席就是
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
奴的心儿照亮……”朗杰老人高兴地为大家演
奏。从“会说话的牲口”和“会走路的工具”到
当家作主，80岁高龄依然奔赴在自己热爱的演
艺事业里。朗杰老人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忘记
旧西藏的黑暗，更不会忘记是谁把广大农奴从
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在旧西藏，那个时
候吃不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吃一点
糌粑。房顶破破烂烂的，经常漏雨，桌子也是
破烂不堪，一漏雨桌子下面全是水，早上起床
被子、衣服全都是湿的，只能把湿透的衣服穿
在身上。那时候，我在庄园里当了15年的‘差
巴’。”朗杰老人说。

（下转第三版）

朗杰老人：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拉萨融媒记者 杨 璐

图为朗杰老人在给院子里的花浇水。 拉萨融媒记者 玉珠多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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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
平总书记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
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
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
主持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
新区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会，
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是第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
的座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推
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
些会议一届开一次，一个一个抓起
来，一轮一轮抓下去，久久为功、步
步深入，必有所成……”看准了就持
续抓下去、不成功决不罢休，是总书
记抓工作的定力、韧劲和方法。

2020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
感而发：“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
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十
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即将开
局。2024年，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
75周年华诞，实现“十四五”规划目
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年。在新的历
史节点上召开这次座谈会，是中部
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起点上新的
出发。

中部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
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
人口数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
济总量，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
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
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
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
会，擘画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
面的宏伟蓝图。“这 5年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向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走

下来，成绩很大，成效很明显。”
5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

更高起点上。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
上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指明
了方向。总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
量：“我相信，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
过大家的认真领会形成因地制宜的
具体方案，并在6省全面推开，中部地
区加快崛起又会迎来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
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
书记 19 日下午来到常德市鼎城区
谢家铺镇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
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
摇曳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
用“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统
一优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
械深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
技术，利用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
田种绿肥，早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
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
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
盘上的种子刚刚播下。“你们这里什
么时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
细察看，并同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
人员等亲切交流。

“4月上旬和中旬。”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总书记对农

业生产的熟悉，引来大家会心的笑声。
“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总书

记关切地问。
“兼种油菜的话，加上种地补贴，

大概可以拿到1300元到1400元。”
（下转第三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吴齐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