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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

美国总统拜登26日说，美方将打击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同时将继

续按计划撤离阿富汗。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

2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49239.5亿元，同比增长57.3％，比2019

年同期增长44.6％，两年平均增长20.2％。

统计数据显示，前7个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36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个行业扭亏为盈，1个行业

持平，2个行业下降。

前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25.6％；发生营业成本58.11万亿元，

增长24.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09％，同比提高1.43

个百分点。

从7月当月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6.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9.2％，两年平均增长

18.0％。

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7.3％

格桑花开，幸福路长。

沐浴着建党百年的阳光雨露，西藏

迎来了和平解放70周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地球之

巅”不断刻写历史：彻底粉碎外部势力

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维护了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

整；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度，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崭新

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

光明前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回望雪域高原70年的壮丽发展历

程，为人们深刻理解三个“为什么”提供

了一份来自“世界屋脊”的“答卷”。

抚今追昔，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的

沧桑巨变，用铁一般的事实揭示了一个颠

扑不破的真理：西藏的一切发展进步，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得到，只

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干得成，只

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得了。

以人民为中心：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日喀则江孜，西藏的“英雄城”。

高耸的江孜宗山古堡，见证着西藏

人民誓死抗击英国侵略者、保家卫国的

壮举；一幅幅由侵略者绘制的军事地图，

刻录着帝国主义觊觎西藏的图谋。

回想过往，江孜县班久伦布村的多

布杰老人分外感慨：“是共产党让西藏摆

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让百万农奴翻身

得解放，让高原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帝国主

义加快了与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勾结的步

伐，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

土——西藏》的社论。同年12月，毛泽

东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

战略决策，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历经昌都战役和反复谈判，1951年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

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

《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

但西藏反动上层企图永远保持封建

农奴制和手中的权力与财富，于1959年

3月10日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政府

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

息了叛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

掀起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

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

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奋斗在“世界屋脊”，孕育出

“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援藏精神”，

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增添璀璨

明珠，也为雪域高原奋进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

此去万里经年，只因冰心一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对口援藏实

施以来，有16名援藏干部牺牲。2020年

西藏在岗牺牲的公务员就有60多人，是

和平时期牺牲最多的群体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考察西藏时指

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

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

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

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

非昔比。”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

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党的治
藏方略引领西藏稳步前行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扎根雪域高原，坚定不移把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落到实处，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充

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开

创西藏发展新局面。

今年7月，巴桑扎西当选昌都市芒康

县县长。

作为农奴的后代，巴桑扎西动情地

说：“听母亲讲，刚和平解放的时候，家里

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老人

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后代能过上今天

的幸福生活，更没想到一个昔日农奴的

孩子能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一定努力工

作，带领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自治

区于1965年成立。雪域高原第一次建

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西藏全面实施，西藏各族人民获得当

家作主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高原大地生

根发芽，西藏走出了一条符合西藏实际

的发展之路。

党的光辉照边疆，苍茫雪域寄深情。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制

定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形成了党的治

藏方略，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繁荣的“定海

神针”。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李荟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治藏方略始终引

领着西藏前行的方向，并结出累累硕果：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

的 1．29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902．

74亿元，比70年前增长321．5倍；

——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4598元，是有史料记载

的1965年的135倍；

——和平解放初期，西藏人均期望寿

命35．5岁，如今这一数字变成71．1岁；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

学校。到2020年，西藏小学学龄儿童入

学率达99．93％；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西藏和全国一起取得脱贫攻

坚全面胜利，62．8万贫困人口脱贫。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治边稳藏重

要论述，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处处闪耀着

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是‘西藏工作的

纲和魂’……只要学习好、领悟好、坚持

好，做好西藏工作就有方向和底气。”西

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李

宏军说。

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到民族区域

自治、对口援藏，再到治边稳藏、脱贫攻

坚……一次次重大决策，使自然条件严

酷的西藏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和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老百姓特别是藏族群众的生活能

有今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该做的事

情。”前不久在西藏考察调研时，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

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

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国支援西藏：共圆伟大
复兴梦想

西藏，极远极高极寒，自然条件

严酷。

和平解放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落后，并且单靠

自身力量短时间内难以跟上全国的发展

步伐。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必然要求。

1951年，《十七条协议》明确，“中央

人民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

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1951年至1978年，中央从全国调派

3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1994年，中

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全国

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分片负

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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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至2020年，对口援藏省市、

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批共9682

名优秀干部援藏。

立体交通网络四通八达、15年公费

教育全面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西

藏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原党委书记车明

怀说，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没有

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援，

要在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原取得现在的巨

大成就是不可能的。

回报祖国，西藏干部群众正用心守

护雪域高原一方“净土”；以山南市玉麦

乡卓嘎姐妹为代表的万千守边群众忠诚

地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廉湘民

认为，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略西藏，实

现“一步跨千年”的伟大历史飞跃，让身

处祖国大家庭中的高原人民，感受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会到民族团结

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生动实践。

（参与采写：张兆基、王泽昊、陈尚才）
（据新华社拉萨8月27日电）

从壮丽70年解读三个“为什么”
——西藏和平解放发展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翟永冠 张京品

左上：青藏铁路上行驶的列车。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右上：试运行的复兴号列车从雅鲁藏布江边驶过。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左下：拉林公路沿线油菜花和青稞地。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右下：拉萨贡嘎国际机场T3航站楼外景。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关注东京残奥会

本报讯（记者高祎男）8月27日是2020东京残奥会的

第三个比赛日，继郭玲玲8月26日在举重项目上夺得本届

残奥会河北首金之后，来自河北的举重运动员齐勇凯和游

泳运动员马佳先后为中国军团再添两枚金牌。截至目前，

河北的战绩是三金一铜。

28日，田径作为河北传统优势项目迎来首战。出战

的田径运动员是米娜、刘利和赵玉萍，他们将分别参加

F37级铅球、F33投掷棒和F13标枪的比赛。

游泳项目已于27日收获一金一铜，28日将继续由小

将刘凤岐和王欣怡披挂上阵，他们将分别参加S8级200

米混合泳和S11级100米仰泳的比赛。

河北运动员为中国兵团再添两金

中国选手齐勇凯在获胜后庆祝中国选手齐勇凯在获胜后庆祝。。

（上接第一版）研究制定推进塞罕坝

机械林场二次创业实施意见和林场

基础设施优化提升等政策举措，增强

碳汇能力，狠抓森林防火和矿山整

治，深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扎实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要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指示，持续实施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工程，根据需求高质量编制

旅游发展规划，加快发展文博文创等

文化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族宗教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重要

指示，健全全覆盖的防止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制定旅游与乡村振兴

有机结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政策措施，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采摘、农业研学等新业态，大力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

居。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晚年的重要指示，制定完善推动老有

所为同老有所养相结合的政策措施，

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推动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要坚定不移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

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严格落实

“五防”、六项重点、八个到位等防控

措施，健全基层防疫体系，加快疫苗

接种，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要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的

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

续用力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

新区建设发展、北京冬奥会筹办“三

件大事”，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狠抓

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要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

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决破

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好人民的

勤务员，以勤政廉政、为民务实的成

效，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回报习近

平总书记的厚爱。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重要
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上接第一版）根据我省印发的《关

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到今年

底，全省将高质量完成推行林长制

任务。

陈志军是平山县梁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也是一名村级林长，如今，

巡山护林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周都会沿着

健身步道对各处林地检查两次。”陈

志军说，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家乡的

天才会更蓝、山才会更绿、水才会更

清，守护这片“绿”就像守护自己的

家一样。

今年以来，全省加快推进林

长制工作，组建了河北省林长办

公室，建立了省林长制协作单位

联络员制度、林长制信息报送制

度、上通下联机制和网络交流机

制。截至 7月 7日，张家口、保定、

邢台等 5 个市的林长制工作已全

面展开，其他各市正按时间节点

陆续展开。

植树造林 为后代留下
“绿色银行”

今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这次获

奖，更加说明塞罕坝几代人一直建设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塞罕坝

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说。

57岁的袁怀东是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台子水村村民。春季植树、

夏季喷药、秋季割草、冬季剪枝，在塞

罕坝机械林场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

下，袁怀东成了掌握多项林业技能的

“土专家”。

“林场一年都有活儿，像我这样

在机械林场长期打工的就有300多

人，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

依靠塞罕坝这片林场，这片绿，我们

家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了。”说起

林场，袁怀东满脸笑意。

建场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

资产总价值达到206亿元，每年物质

产品和生态服务总价值 145.83 亿

元。经济收入由建场之初的不足10

万元增加到1.6亿元，林场自身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

贫到富的跃升，并有力带动区域协调

发展，近4万人（其中贫困人口2.2万

人）受益。

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省完成

造林绿化1500万亩，森林抚育1500

万亩，有林地面积达到 10330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6.5%，一幅美

丽的绿色画卷正在燕赵大地徐徐

展开。

绿色接力不停歇 美丽河北展新颜

（上接第一版）持续开展科学绿化，加强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增强碳汇能力，加

强森林草原防火工程建设，把绿水青山

建得更美，‘金山银山’建得更大。”

“塞罕坝的林子是绿色的，精神是

红色的。我们要在塞罕坝精神的引领

下，驰而不息、久久为功，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绝不辜负总书记的关心和期

望！”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表示，

林场将大力开展二次创业，精准提升森

林质量，争做碳中和、碳达峰引领区。

“总书记知道我们获得了‘地球

卫士奖’，真是太幸福了！”在尚海纪

念林，习近平总书记同林场退休职工

陈彦娴亲切交流，总书记的关怀让她

难以忘怀，“我将牢记嘱托，把塞罕坝

故事讲给更多的年轻人听，让塞罕坝

精神代代传承。”

“总书记鼓励我们‘传承好塞罕坝

精神’。我要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实践中，造福家乡、回馈林场！”塞

罕坝“林三代”“90后”刘鑫洋表示。

“总书记非常关心塞罕坝的科研

工作，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一

定要把这块林子守护好、保护好，让

它发挥出更大的生态效益。”现场聆

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塞罕坝林业

研究所工作人员付立华希望通过自

身努力，让林场有更好的生态，取得

更大的发展。

贯彻新发展理念，让群
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

市考察调研。他先后来到承德避暑

山庄、普宁寺、承德博物馆、双滦区偏

桥子镇大贵口村、高新区滨河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围绕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宗教工作、民族团结、乡村振

兴、养老服务等实地调研。

“总书记要求我们‘围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

作’，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神圣的责

任！”承德博物馆馆长孙继新表示，

“要让文物‘活’起来，在讲述文物背

后故事的同时，把博物馆展览的文化

内涵，通过现代时尚的因素表现出

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奋进

力量。”

“总书记走进村卫生室，了解改

善村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等情况，既意外，更感动！”说

起总书记来时的情景，承德市双滦区

偏桥子镇大贵口村村医玄桂娟还记

得当时的情景，“我一定会把根深深

扎在农村，真正成为基层百姓更需要

的专业医生！”

“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了我们

用心用情用爱为居民服好务的决

心，把各项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承

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党委书记徐

佳杰说。“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一

定会继续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方面

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

的晚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承德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海丽表示，承德市过去是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今天是乡村振兴的主阵

地。一定要牢记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

作风、更加有力的行动，坚决履行好

新的历史使命，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总书记指出‘既要建设繁华的

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这为我

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承德市双滦区委书记张

抗震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以乡

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以城乡融合发

展带动乡村繁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承德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孙雷表

示，将紧紧围绕绿色发展定位，以

改善环境质量、助推绿色发展为本

职，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厚植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让良好

的生态环境真正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浩表示，承德市将继续立足

“两区”定位，践行“两山”理念，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全面推行

“林长制”，深入开展森林城市创建，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美化，积极发展壮

大生态惠民产业，强化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全面加强森林、草原、湿地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坚决筑牢

首都生态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