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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西 藏 翻 身 农 奴 的 节 日 ！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嘎）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用文化的力
量讴歌伟大的新时代，进一步改进
作风，牢记使命担当，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砥
砺前行，奋进新时代，3 月 28 日上
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
的“翻身不忘共产党 唱响幸福新
生活”群众性文艺演出在宗角禄康

公园举办。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
王培、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陈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飞跃，
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留
柱及各县（区）文旅局相关领导与
现场 1000 余名群众一同观看了
演出。

演出开始前，拉萨市8县（区）文

旅局局长身着盛装，向现场观众介
绍了各自县（区）的文化特色及旅游
资源，并向现场群众发出了诚挚的
邀请。上午11时，演出在城关区雪
巴拉姆艺术团带来的经典作品《扎
西雪巴》中开场，紧接着合唱《敬酒
歌》、群舞《丰收的喜悦》、二重唱《感
恩歌声献给太阳》、小品《环境整治
靠大家》等 18个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节目轮番上演。
“今天举行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5周年文艺演出，我们老百姓非常
高兴，现在生活条件日新月异，这些
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我
们也会饮水思源、铭记历史、加倍珍
惜现在的生活。”来观看演出的 70
岁大爷扎西朗杰说。

（下转第三版）

翻身不忘共产党 唱响幸福新生活

拉萨市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群众性文艺演出举行
王培陈静观看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
式2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下午5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

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
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

晋升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精神
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
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
将军衔肩章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
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
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
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央卓、次仁
玉珍、余洋洋）六十五载沐春光，感
恩伟大新时代，团结奋进新征程。
28日上午，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
65周年“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在拉
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等
领导与各族各界、各行业代表一同
参加。严金海、陈永奇、刘江、王凯、
尹红星、汪海洲、赖蛟、任维、嘎玛泽
登、肖友才、达娃次仁参加。

高原三月，草木蔓发，春意盎
然。布达拉宫广场上，用绢花制作
摆放的“3·28 西藏翻身农奴的节
日”字样分外醒目。10时整，升旗仪
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
着五星红旗，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
行进至升旗台。军乐队奏响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各族各界代表庄
严肃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回望光辉历史，激扬奋进力
量。民主改革65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儿女团
结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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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
主持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为
西藏把脉定向、领航掌舵，推动西藏
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
成就。

牢记殷切嘱托，永担时代使
命。自治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
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稳定、发
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推进各项事业不断
取得新成效新进步。今天的西藏，
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

族团结、宗教和睦、生态良好、边防
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良好发展
景象。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
的历史。参加升旗仪式的干部群众
一致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
实，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不懈奋斗。

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
和拉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西藏军
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相

关负责同志，市领导王强、赵辉年、
陈静、江拥洛追、尹云杰、占堆、王
慧、徐海、张春阳、格桑次旦、马文清
以及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地级
领导同志，区（中）市直机关干部、解
放军、武警官兵、消防救援队伍指战
员、居民群众、师生、离退休干部、宗
教界人士代表 2000 余人参加升旗
仪式。

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
王君正严金海陈永奇刘江出席

3月28日上午，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升国旗 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这是升旗仪式现场。
拉萨融媒记者 多吉杰布摄

这是一场持续65年的采访，是三代新华社记
者的接力追寻。

——1959年，新华社记者到拉萨市堆龙德庆
县朗嘎村（现为堆龙德庆区嘎东社区）采访，亲历
了民主改革中“农奴村”的新生。

——1991 年，新华社记者又来到朗嘎村，记
录下了朗嘎人在改革开放春风中，用勤劳的双手
编织美好生活。

——2024年，在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再访嘎东社区，感受到在新时代的春
天里，这里正在续写“发展最快时期”的传奇。

新华社记者的三次采访，见证了这个村庄从
“农奴村”到“温饱村”，再到“小康村”的跃迁。如
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上，这里的
人们又在续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篇。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朗嘎村65年的
嬗变，生动注释了西藏民主改革后创造的历史奇
迹，鲜明表达了雪域高原人民的奋斗心声——通
往幸福之路。

1959年——民主改革的春雷

拉萨河畔，春风轻拂，朗嘎村（嘎东社区）街巷
里的柳树已泛出嫩芽，远处群山绵延，近处车水马
龙，一片繁华景象。

沿着社区里干净的街巷，拐四五道弯，记者来
到88岁的老党员益西桑珠家里。

“旧社会，我们家6口人都是农奴主的朗生。”
益西桑珠双手比划着讲述以前的事情，“白天像
牲畜一样干活，晚上像狗一样守家。”

旧西藏的农奴，分为差巴、堆穷、朗生三种，其
中朗生最为悲惨。朗生为农奴主所有，没有人身
自由，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财产，“生下的子女
还是农奴主的朗生。”

民主改革前，朗嘎村（嘎东社区）是名副其实
的“农奴村”。全村土地被旧西藏地方政府四品
僧官欧协·土登桑却和功德林领主所有，98%的人
是被农奴主视为“会说话的牲畜”的农奴。

1959年春，新华社记者马宁轩来这里采访调
查时发现：“朗嘎庄园主欧协占有130多名农奴、近600亩土地、205头牲畜以
及大小农具。”“农奴们几乎没有生产工具，要用农具得用欠粮债形式向庄园主
求借。当时朗嘎平均每户欠粮债4000公斤。”“债务世世代代难以还清。”

而对于身为朗生的益西桑珠来说，自己的人身都属于农奴主，“连借粮
借钱的资格都没有”。

在益西桑珠的回忆中，那段岁月永远是那么幽暗：总是吃不饱，农奴主
每天只给一勺糌粑；没有固定的住处，拿着薄麻袋到处找地方睡觉；经常挨
打，被“小主人”当马骑，若没伺候好，就会被“主人”用牛皮鞭抽打……

在当时的西藏，朗嘎只是西藏农奴制的一个缩影。
在奴隶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却还留存

在中国西藏。在当时，占人口不足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
领主”，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财富，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却挣扎在死亡
线上。

历史档案记载，1950年，西藏人口约100万，其中没有自己住房的就有
90多万人。

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企图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1959 年 3
月，他们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迅速平定叛
乱，并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

春雷，激荡在雪域高原，也激荡在朗嘎村的上空。
民主改革后，益西桑珠家分得了30亩土地、3间房子和一些牛羊。第一

次，他穿上了体面的衣服，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春雷惊醒了朗嘎村，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此时的朗嘎村，在新华社记者马宁轩眼中，还只有“低矮破烂的土房，布

满牲畜粪便和蹄窝的泥路”。
翻身得解放的农奴，刚刚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还要为幸福生活付出艰苦

的努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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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近
日，记者了解到，由西藏天路股份有
限公司承建的墨竹工卡县扎雪乡龙
珠岗大桥项目于 3 月 15 日全面复
工，目前完成进度达到54%，预计于
7月底进行交工验收。

龙珠岗大桥是连接林周县阿朗
乡布岗村与墨竹工卡县扎雪乡龙珠
岗村的重要通道，项目路线规划总
长度 0.842 公里，其中设置 10 跨跨

径 30 米、长 308 米、宽 8 米大桥一
座。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各司
其职，加紧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
火朝天。项目建设中，天路公司积
极选用当地机械和人力，致力于创
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让当地农牧民
受益。据统计，2023年度通过使用
本地车辆和机械设备，共为地方经
济带来了62万元的新增收入。

“我是附近的村民，项目开工后

就在这边开挖掘机，收入不错。修
桥对群众的出行带来了便利，这是
大家都期盼的一件事儿。”工人尼玛
多吉告诉记者。

据悉，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路
基清表、全线挖方作业，进度达到
54%。龙珠岗大桥建设通行后，将
缩短墨竹工卡县龙珠岗村和林周县
布岗村之间的距离，有效改善当地
村民出行状况，对于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安全生产方面，我们对新进场

所有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安全培训，每
日在现场进行安全巡查，对于存在危
险源的地方及时提出整改。我们深知
安全责任重大，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高的效率，投入接下来的安全生产，
确保项目优质完工，使其成为连接城
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现场专职安全员杨建文说。

龙珠岗大桥项目已全部复工 预计7月底交工验收

3 月 28 日，西藏迎来百万农奴
解放65周年纪念日。65年来，雪域
高原体育事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历史性跨越。作为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以及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成为65
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注
脚。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等领域，
西藏均交出了亮眼答卷。

翻身农奴登临地球之巅

1960 年 5 月 25 日凌晨，王富
洲、屈银华、贡布三位勇士，首次从

“不可逾越”的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峰顶，五星红旗首次插上珠峰峰顶，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
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

“登山精神”因此彪炳中国体育
史册，成为当时整个中华民族锐意
进取的精神动力，更是西藏人民昂
首前进的象征。

“三勇士”之一的藏族登山家贡
布出生于1933年的旧西藏，生下来
就是贵族庄园的农奴。在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下，占总人口 95%的
农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在
农奴主眼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
可以随意买卖、惩罚，甚至处死。贡
布每天出劳役，还要提防庄园主的
拳脚相加。

后来，贡布逃出农奴主庄园，光
荣参军。195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西藏各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
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解放。

“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西藏的
解放，我可能至今还只是一个农
奴。”回忆往昔，贡布动情地说。

西藏登山的光荣传统代代传
承。1975 年，“九勇士”再登珠峰，
中国人首次将觇标带至峰顶，测得
珠峰高度数据，藏族登山家潘多成
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

（下转第三版）

与 时 代 同 行
——回看西藏体育事业发展65年

新华社记者 黄耀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