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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
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
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
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上，精神
是高于高原的。”——习近平

【援藏故事】
进藏即将满半年，来自浙江省宁波

市的援藏医生吴嘉涵，依然不适应那曲
市比如县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

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吴嘉涵才体会
到母亲李白恩当年的艰难。30多年前，
时任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主治医师的
李白恩主动报名来到西藏，两年没有回
过一次家。

长时间见不到妈妈，当时年幼的吴
嘉涵默默地在日记本里表达思念：“妈妈
在4500米的高原上当医生，长大了我也
要像她一样。”多年后，循着母亲的足迹，
吴嘉涵接过了李白恩治病救人的使命。

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着援藏干部的
责任和担当，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才干。

2019年，来自中国宝武集团的徐坡
来到海拔 4700 多米的日喀则市仲巴县
援藏。援藏期间，他忍受着高寒缺氧环
境带来的身体不适，启动基础教育振
兴、就业援藏和产业援藏等项目，作出
了积极贡献。

援藏 3 年期结束后，根据组织安

排，徐坡还将继续留藏工作。“高原上工
作虽然辛苦，但这种奋斗更有价值和意
义。”他说。

长期在高原艰苦环境下工作，有一
些援藏干部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西藏。

在位于林芝市鲁朗镇的全国援藏展
览馆内，摆放着对口援藏以来不幸牺牲援
藏干部的照片：上海市第二批援藏干部邵
海云、安徽省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生赵
炬、北京市第五批援藏干部陈北信……很
多人在倒下时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豪
情壮志却永远铭刻于山河大地。

风雨无阻三十载，一批又一批援藏
干部前赴后继，挥洒青春、汗水甚至生

命，与当地广大干部群众携手同心，谱
写一首“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
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壮丽史诗。

【新闻延伸】
30 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中

组部等中央主管部门先后组织选派 10
批、近 1.2 万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选
派结构持续优化，从主要选派党政干部
发展为选派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和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相结合，人员、学历、
年龄、专业结构更加合理，为全面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坚强干部人
才支撑。

跨 越 山 海 的 情 谊
——对口援藏的暖心故事

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开展30周年。

“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0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中央有关部门和援藏省市、援藏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产业援藏、智力援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作为工作的重点。通过对口援藏机制，一批又一批援藏干

部，把党中央的关心、全国人民的情谊送到雪域高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
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
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
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
障。”——习近平

【援藏故事】
马上就要离开西藏了，来自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援藏医生
闫朝武，仍在一台心脏手术上忙碌
着——这是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做的
第301台心脏手术。

“有前几批援藏医生打下的基
础，本地医生对手术流程更熟悉了。
这台手术，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他
说，现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有先进
的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技术和丰富经
验，初步实现了先天性心脏病“大病
不出藏”目标。

按照“以院包科”机制，经组织选
派，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又迎来了
阜外医院选派的援藏医生徐亮。“接下
来一年，科室就看你了。以后碰到啥疑
难杂症，两地可以通过远程会诊解决
问题。”在分别仪式上，闫朝武说道。

2015 年起开展的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通过持续不断的医疗
人才接力，形成团队优势、发挥整
体效应，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得到优质医疗服务。近 10 年，4400

多 项 医 疗 新 技 术 、新 项 目 陆 续 开
展，2500 多项医疗技术空白得以填
补 ，各 种 前 沿 治 疗 方 案 来 到 雪 域
高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浙江援
藏对口支援的重点项目——拉萨那曲
第一高级中学，2024年高考成绩创历
史新高：总体上线率为 100％、本科率
超96％、重点本科率近69％。来自浙
江的援藏教师伍鹏飞说：“我们用优质
教学培育当地学生，同时把浙江教学
理念和经验传授给本地教师，培养一
支综合素质过硬的本地教师队伍。”

亮眼的成绩，折射出“组团式”教
育援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2016 年 4 月，首批“组团式”教育
援藏人才进藏。截至目前，17个对口
支援省市已累计派出 2100 余人次教
育援藏人才，对口支援西藏21所中小
学校，帮带本地教师 2500 余名、团队
150 多个，让西藏各族学生享受到优
质的教学资源。

【新闻延伸】
医疗和教育是西藏民生发展的

重点，也是对口援藏投入的倾斜重
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组团式”援藏
已成为精准补足西藏民生短板、发展
短板的“法宝”，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在新时
代的生动体现。

“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深化改革
开放，加快铁路、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设国
家清洁能源基地，统筹发展和安全，走
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习近平

【援藏故事】
九月之初的雪域高原，秋意初显。

拥有全区最大的设施蔬菜基地的日喀
则市白朗县，开始准备调整大棚蔬菜的
种植结构。

“我们要根据市场进行种植结构的
调整，与区外蔬菜打时间差，建立与区
内区外市场更紧密的关系，实现经济效
益最大化，让群众有更多的收入。”山东

省济南市第十批援藏干部李东说。
白朗县大棚蔬菜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山东援藏的力量。在济南市援藏干
部的持续推动下，白朗县现有蔬菜种植
面积达 1.74 万亩，蔬菜年产量约 6.6 万
吨、年产值约 3 亿元，蔬菜种植收入占
全县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16%。

近年来，白朗县建成了西藏首个国
家级蔬菜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并推动产
业全面升级。2023年，济南市第十批援
藏干部经过深入调研后，提出做好“生
产端”和“销售端”、打通蔬菜产业链的
思路。目前更多适合在高原种植的果
蔬品种正在培育，标准化生产流程逐渐
确立。

山南市，位于雅鲁藏布江畔，西与
日喀则市毗邻。近年来，湖北省把发展
产业作为对口援藏的强基之策，助力山
南高质量发展。

2003年，华新水泥（西藏）有限公司
落户西藏山南市桑日县，这是湖北实施
产业援藏的重点企业。该企业在秉承
绿色环保理念的基础上，生产的各种水
泥产品，广泛用于贡嘎机场、拉林铁路、
水电站开发项目等重点工程，降低了国
家在藏重点工程的建设成本。截至
2023年底，华新水泥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182.44 亿元，向当地上缴税收 22 亿元，
带动了当地电力、运输、矿业、服务等产
业的发展。

更多的产业援藏项目正在奋力推
进。“拉萨菜籽油”“山南藏鸡蛋”“林芝
茶叶”……30 年来，对口支援省市和
中央企业深入挖掘受援地资源禀赋和
发展潜力，以产业发展激活受援地发
展内生动力，推动雪域高原实现高质
量发展。

【新闻延伸】
越来越多援藏产业项目正在雪域高

原落地生根。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援
藏项目累计实施9500余个，仅“十四五”
期间，17个援藏省市就安排了产业援藏
项目 229 个，安排援藏资金 44.06 亿元，
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就
业增收。

聚焦民生暖人心 持续耕耘育产业

援藏精神薪火传

新华社记者：储国强、翟永冠、李键
新华社拉萨9月18日电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 2021
年 6 月 18 日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
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
时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
物、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记录
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以伟大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滋养着中华民族心灵家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

民、后三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
的开国将军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工
人王进喜，“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援
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慧
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燃灯
校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造，
从革命年代“取义成仁今日事”，到改
革岁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到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
定能够实现”，新中国的英雄模范以
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华民族品格
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

75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
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
骨气、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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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党长期践
行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的科学提炼，为
中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
有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
中华大地落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
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
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贯通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
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
育，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大流量”澎
湃正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

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
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
踔厉前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
墨，挥写中华文化新篇章。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亿万人民为新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75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24 年 2 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
《茶馆》再次登上舞台。自 1958 年首
演以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
终经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
黑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
众的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
语言展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
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
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

为人民，是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
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
《创业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心潮澎湃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大家听着《在希望的田野
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着《渴
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流；进入新
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河》、电
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的气
度与创造。

75 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

日益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

城》《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
地》《秋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
湖》；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
来了个年轻人》《白鹿原》，到《繁花》

《人世间》《雪山大地》……文艺创作者
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一系列精
品佳作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
馆仅有 55 个、博物馆 21 个。2023 年

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
物馆 6833 个。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

全面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
迅速兴起。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
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
强，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979 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
雨》在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
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
将千年前的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
的舞台作品。

今年 5 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
演 45周年。这些年，《丝路花雨》常演
常新，将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75 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
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
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
国第59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
善，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
增强。目前，我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5058处，较1961年公布的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 处，增
加了 20多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1557个，43个项目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
使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

的文创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
热”火爆、“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
永恒的精神气质。

从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
发掘广受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
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
目创新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到支持各地建设非遗工坊
6700余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
新创造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2023 年 5 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
导人“长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
元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

西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世界更加
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
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
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
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
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化
影响力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1年，我国
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 177亿美元增
长至1244亿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
好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在海
外收获大量“粉丝”，海外中文学习人数
超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
近2亿……文以载道，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人民至上

守正创新

立心铸魂

新华社记者：周玮、王鹏、徐壮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