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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粽 香 老 字 号 做 出 新 滋 味
（第四版）

拉萨融媒讯（记者王泽江）6月
9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
际，2024年“藏戏演出季”主场活动
在宗角禄康公园启幕。6月10日至
14日，城关区娘热藏戏团、堆龙德庆
区那嘎藏戏团等5支藏戏艺术团将
在宗角禄康公园轮番上演传统经典
剧目，为市民和游客呈现精彩纷呈
的视听盛宴。

当日，城关区娘热藏戏团带来
的《卓娃桑姆》演绎得扣人心弦，赢
得市民游客阵阵喝彩。活动期间，
拉萨非遗好物集市也成为市民和游
客的热门打卡地。在这里，可以买
到各种非遗产品，包括藏香、陶瓷、
书法、酸奶、马具、糌粑、服饰等。这
些非遗产品不仅展示了西藏独特的
文化魅力，更是传递了工匠们的精

湛技艺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藏戏演出季’已经成功举办

6届，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极大地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
文化生活；二是促进了传统手工艺
品的展示和销售；三是对‘藏戏’本
身的保护和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
用。”市文化局非遗科负责人罗
桑说。

此次“藏戏演出季”活动以“保护
传承非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
华章”为主题，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展
示藏戏这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动不仅是对藏戏艺术的致敬，更是
对传承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庄重承
诺；不仅是一场文化盛会，更是对拉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力
体现。

拉 萨“ 藏 戏 演 出 季 ”启 幕
5支藏戏艺术团轮番上演传统经典剧目

拉萨融媒讯（记者乔梁）5月 20
日至6月3日，市委副书记赵辉年率
拉萨市相关部门分别前往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区经济和信息化厅、区商
务厅、区文化和旅游厅、区农业农村
厅、区民委等行业部门，跑办对接推
动拉萨·雅安交流合作具体事宜，积
极争取上级部门政策和工作上的支
持、指导。

每到一处，赵辉年详细介绍《四
川省雅安市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人民政府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2024—2028 年）》主要内容，并紧
密结合拉萨实际，对拉萨·雅安交流
合作事项提出了全方位、深层次的
合作意向。对于此次跑办对接，自
治区各单位热情接待、积极回应，对
拉萨市主动跑办对接、积极争取支
持、超前谋划工作的态度给予充分
肯定，根据各自行业特点，就拉萨与
雅安交流合作重点领域和努力方向
予以悉心指导。

赵辉年指出，拉萨当前正按照

生态立市、文化兴市、产业强市、依法
治市、稳定安市“五条工作原则”，全力
做大“三大功能区”、做优“五类业态发
展区”、做强“九大产业”。拉萨与雅安
山水相依、文化相亲、人文相通，深化
两地务实合作意义深远、机遇难得，前
景令人期待。拉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抢抓重大机遇，
细化工作举措，把智慧力量凝聚到落
实好党中央大政方针、区党委决策部
署和市委具体安排上来，认真学习借
鉴四川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好做法好经验，按照与雅安市签订的
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要求，依据自治区
行业部门提供的指导意见，结合拉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际，发挥优
势、彰显特色，进一步落实落细工作
方向和发展思路，在更深层次探索多
元合作路径，在更宽领域拓展政策创
新空间，在更广范围增强资源汇集能
力，努力推动两地在经济合作、产业
协作、人文交流上取得更多实质性
进展。

市领导到自治区行业部门跑办对接
推 动 拉 萨·雅 安 交 流 合 作 事 宜

赵辉年率队

近年来，我区积极推进高原
特色产业向商品化、企业化、现代
化发展，以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
收为主线，积极鼓励引导广大农
牧民群众创办生产型、销售合作
型、服务型多种合作社经济组织，
有效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图为尼木县雪拉藏纸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的工匠在制作藏纸。

西藏日报记者 丹增群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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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出示店内工作人员健康证，提供所售商品进货
台账；请将‘拒绝野味、使用公筷’等宣传标语，张贴在
醒目的地方；所有销售商品一定要明码标价，食品安
全要定期自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旅游市场专项检
查组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说。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为贯彻落实拉萨市委、市政
府大力发展拉萨市全域旅游的决策部署，规范拉萨市
旅游行业服务保障，提升拉萨市旅游服务质量，营造
文明和谐诚信旅游环境，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拉萨市市场监管系统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先后
制订印发《拉萨市市场监管系统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方
案》《规范餐饮业提供餐饮具服务专项整治方案》《全
域旅游发展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要点》《诚信合规
经营指导手册》《拉萨市旅游市场诚信经营倡议书》。
多次召开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专题会，明确目标任
务，强化工作措施，细化工作要求，全力推进旅游购
物、旅拍等旅游市场规范秩序整治工作。

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
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让广大游客在拉萨吃得
安心、游得舒心、买得放心，拉萨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旅
游购物点，开展专项整治。

广泛宣传，打好“预防针”。发挥受众群体大的媒
体优势，通过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联合拉
萨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以恪守职业道德、践行服务承
诺、提供优质服务、构建和谐环境为内容的《拉萨市旅
游市场规范经营倡议书》，提醒旅游行业经营者自觉
增强社会责任感，依法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序
和公众利益。对商圈、酒店等重点场所高发、频发的
风险隐患进行梳理排查，组织部分酒店相关经营者进
行约谈告诫，引导其合法合规经营。

明确重点，筑牢“防火墙”。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召
开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安排部署会，围绕全域旅游
发展工作目标，研究制订《拉萨市市场监管系统旅游
市场综合整治方案》，明确职责，制定重点工作内容。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检查组，对主城区涉旅类
经营主体进行了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经营单位有无
价格违法违规行为；餐饮、食品经营单位证照是否齐
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进货查验、索证索票
制度是否落实；是否存在销售“三无”产品、过期食品；
商场内在用电梯是否检验、运维等。城关区、高新区、
堆龙德庆区市场监管局以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餐饮
单位等为重点，严肃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虚假宣
传、缺斤少两、无证无照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拉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
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检查经营主体3000余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后厨卫
生差、保健食品陈列不规范、台账不健全等问题现场整改154户，对无证经营、
未明码标价等问题要求限期整改124户；对涉旅主体立案处理8件，2件正在
办理；发放价格告诫书38份，免费发放价格标签10000余张；将餐饮具纳入
《2024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计划》，计划抽样19批次，完成19批次抽检，
全部合格。

快速处置，用好“灭火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凝聚力量，高效处理消费纠
纷，不断提升消费维权服务效能。充分发挥 12315 平台在线消费纠纷解决
（ODR）机制及全市103个消费维权联络站点作用，深入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协
同共治，提升消费纠纷调处效能，实现消费维权便利化，把消费纠纷化解在源
头。每件投诉举报从录入分流到转办调处，做到零延误、零遗漏，确保群众诉
求能及时妥善地得到处置。5月份，拉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受理涉旅游类投诉
71件，举报11件；争议金额2.37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0.37万元。

下一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上，立足市场监管职能，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提高消
费维权效能，构建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消费安全，助力全
市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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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地纯收入能有多少？”
今年 3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关切
地问。

听说种粮大户戴宏去年种田纯
收入55万多元，政府还补贴了7万
多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种
粮户不能吃亏，有钱赚，才有种粮积
极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
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中央会继续
鼓励支持我们广大农村走农业现代
化的道路，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政策，
让种粮也能够致富，让广大农民生
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断过上更幸
福更美好的生活。”

保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主
体。“谁来种地”，这是保障粮食安全
的必答题，也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建设农业强国的大课题。

“怎样实现农民增收和粮食增
产同步发展？这是要重点考虑的问
题”“农民愿不愿意种粮、愿意种多
少粮，关键看种粮能给农民带来多

少收益”……一次次在田间地头问
成本、在农家炕沿算收成，彰显了习
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三农”情怀；一
项项真金白银的富农政策举措，让
广大农民尝到了种粮的甜头。

政策给力，让农民种粮不吃亏。
“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
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
惠，日子越过越好。”2022年6月，习
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张槐村农民徐淙祥回信，暖心话语，
纸短情长。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的，正是农
民期盼的：“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不减弱”“稳定和加强种粮
农民补贴”“不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
吃亏”……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农业
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实施稻谷、小麦
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稻谷补贴、玉
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实施三大
主粮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策。

徐淙祥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广

大农民真挚的心声：“种粮补贴、最
低收购价、农资补贴，党的惠农好政
策一个接一个，乡亲们种粮的劲头
更足了。”

科技种粮，让农民种粮多得利。
2022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顶

着烈日，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永丰村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
地。听说村里把农民组织起来，用
上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后，水稻最高
亩产 900 多公斤，总书记称赞道：

“这很好！”
“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

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加大
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在精耕
细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单产
和品质提上去”……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远思虑，在广袤田野落地生根。

农机驰骋，良种良法配套，希望
的田野铺展一幅幅“科技农耕图”。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3%，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
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4%，越来越多的农民“慧”种地。

经营增效，让农民多种粮、种

好粮。
2016年 5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黑龙江抚远玖成水稻种植合作社
考察，听说乡亲们争相入社、社员刘延
辉全家一年能挣10多万元，总书记指
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
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

“重点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
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
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
条，实现节本增效”……行程万里，倾
听民声，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心系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放眼全国，54.2 万家种粮专业合
作社、176.5万个种粮家庭农场、9万多
家县级及以上龙头企业带着农民干、
领着农民赚，超过 107 万个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提供全链条服务，越来越
多“大粮仓”变身“大厨房”，务农种粮
越来越有奔头。

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
保障。“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
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温暖着亿万农民
的心。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 让 种 粮 也 能 够 致 富 ”
人民日报记者 顾仲阳 常 钦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一书，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
的战略高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
道，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

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
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
际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
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
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同志围绕国家
能源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
时代新征程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

能源安全，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
设能源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21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
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
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批示等
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
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
论 述 摘 编 》出 版 发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