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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3 月 24 日电(记者李
键、田金文、王艳刚)三月的拉萨，阳光明
媚，春风和煦。沉睡一冬的高原，迎来了
春日的“呼唤”。

60 年前，一声“春雷”响彻雪域高
原，百万农奴翘首以盼的“春天”降临，迎
来了新生。

60 年来，翻身农奴演绎了从“当牛
做马”到“当家做主”的故事。如今，故事
的主人公，正乘着“发展快车”，感受着高
原巨变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缺吃少穿到衣食无忧

昔日：旧西藏，占总人口 95% 的农
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常常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冬天因饥寒死难者众多，挣扎
在死亡线上。

今时：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粮食产量
由 1959 年的 18 . 29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
的 104 万吨，肉奶和蔬菜产量分别达到
84 万吨和 90 多万吨，饮食的质量、营养
不断改善。人们的日常服饰有藏装、西装
等，以前只有农奴主用得起的金银首饰
和珠宝，现在进入寻常百姓家。

心声：99 岁巴珠老人曾为农奴主放
牛长达 20 多年。他说，小时候穿的衣服
破烂不堪，一天只能吃少量糌粑。现在什
么样的衣服、鞋子都能买到，糌粑、酥油、
肉干和蔬菜水果随便吃了，生活真是越
来越好了。

病无所医到祛病延寿

昔日：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医疗卫
生机构，求神拜佛是农奴治病的主要办
法。天花、霍乱、伤寒、破伤风等疾病流
行，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高居不
下，人均寿命只有 35 . 5 岁。

今时：目前，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并
完善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区人均寿命已提高
到 68.2 岁。组团式医疗援藏让西藏人民享受到顶尖的医疗服务。

心声：65 岁的曲珍患有大骨节病，膝盖弯曲困难且疼痛难
忍。在内地骨科专家的治疗下，她的身体出现好转，“从没想过自
己的病能治好，政府还给报销大部分治疗费用。”

目不识字到广育英才

昔日：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
足 2% ，文盲率高达 95% 。

今时：如今，西藏教育“三包”标准连续提高 18 次，达到年生
均 3720 元。截至 2018 年，西藏各级各类学校达 2000 多所，在校
生 60 万多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0 . 52% ，劳动力人口受教育
平均年限达 8 . 6 年。

心声：“翻身解放后，我才有机会去读书。现在的教育条件真
是越来越好了，孩子们生在了好时代。”80 岁的藏族老人普吉说。

信息孤岛到路网纵横

昔日：旧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各类物资运输全
靠人背畜驮。资料记载英国人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只能拆了，用
牲畜驮到拉萨。通讯事业长期处在驿站传递状态，20 世纪 40 年
代，无线电台出现在部分地区，但收费很贵，五分钟要 5 两银子。

今时：西藏目前建立起以公路、航空、铁路为重点的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和以光缆、卫星为骨干的现代通信网络体系。截
至 2018 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9 . 74 万公里，机动车保
有量 50 多万辆；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372 . 5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
用户达 312 . 3 万。

心声：“儿子前年花了十多万元买了辆车，通往县城的路也
在修，以后进出村子就方便了。”林芝市西日卡村 70 岁的村民白
玛拉姆说道。76 岁的拉萨市民郎加扎西说：“现在人人都有手
机，联系很方便。孙子在外地上学，我们经常用微信视频聊天。”

负债累累到应有尽有

昔日：旧西藏，农奴世世代代依附农奴主，一生都要给农奴
主种地，还有高利贷的压榨。资料记载广大农奴几乎终身负债，
欠债人数占农奴总数的 90% 以上。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举债，
有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

今时：2018 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797 元和 11450 元，同比增长 10 . 2% 和 10 . 8% 。随着钱袋子
鼓起来，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进入千家万户。

心声：72岁的次旺色珍家里还有几个未拆封的包裹。她说：“家
里不少物品都是孙女在网上买的。平常村里有跳舞、掷骰子、下棋等
活动，逢年过节还有文艺队歌舞表演，现在的生活既丰富又方便。”

人畜混住到窗明几净

昔日：60 多年前，西藏 90% 以上的人没有住房，居住条件
极差，人畜混住。农奴主可随意把农奴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
送、抵债和交换。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沦落为乞丐。

今时：西藏目前有 370 . 7 万人次参加各类社会保险，城镇
职工、居民参保率达 95% ；有意愿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和孤儿
集中收养率均达到 100% 。2006 年启动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完
成投资 278 亿元，让 230 万农牧民圆了“新房梦”。

心声：82岁的群宗回忆，8岁就给农奴主放牛，晚上和牛羊睡
在棚圈里。“2007 年，政府出钱盖了新房，没想到一把年纪还住上
300多平方米的新房。”生活在拉萨市曲水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
务中心 72 岁的次旺说：“六七岁的时候，我的右眼被人打瞎，后来
没有成家。没想到政府给我养老，每月还有几百元的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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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拉萨市西郊安居苑内，各族群众载歌载
舞，庆祝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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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新华社三亚 3 月 24 日电(记者王晖余、郑玮娜、陈凯
姿)三亚这座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近一年活力迸
发，国内外关注的“热度”越来越高———

29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准备进驻；17 家总部企业注册
落地；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正式启动建设；高新技术产业
聚集地崖州湾科技城谋篇布局；凯蒂猫主题乐园等大型文
旅项目相继签约落户……

既是旅游度假“热门”，也是投资创业“热土”；既有得天
独厚的“颜值”，也有产业发展的“肌肉”。持续“升温”中的三
亚，正朝着打造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标
杆的目标阔步前行。

“旅游+”催生提档升级加速度

如果把海南岛全域旅游比作一串珍珠项链，三亚无疑
是其中闪亮的吊坠。在摆脱传统观光模式以及根治旅游市
场乱象后，三亚旅游业面临如何适应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新要求、新课题。

“旅游业是三亚的传统优势和主导产业，但不能只有海
滩和酒店，必须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为抓手，推动旅游
业提档升级。”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说。

23 日下午，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正赛现
场，赛车风驰电掣，看台座无虚席。近 2 万名国内外的赛车
“发烧友”和观众，感受全球顶级电动汽车赛事的速度与激
情。

这是三亚“旅游+文体”产业融合引进的诸多国际体育
赛事之一。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旻说，三
亚正全面推动旅游与健康、文化、会展、体育等产业的深度
融合，引进和打造世界优质的产品，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消
费。

亚特兰蒂斯、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等旅游综合体建成

运营，旅游新业态培育壮大；海南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落户
三亚，旅游产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继
续放宽，带动三亚国际免税城去年零售额上升 32%。

“大旅游”“旅游+”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三亚海棠区区
长孙耿介绍，国际电影节、国际音乐节等大型活动举办，带
动海棠区去年旅游业态总收入同比激增 37%。

提档升级加速的三亚旅游实现人气和财气双收。去年
接待过夜游客突破 220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 17%。

产业重构塑造“强健肌肉”

长期以来，三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房地产产业税收占
地方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有得天独厚的“颜值”，却缺产业
健康发展的“肌肉”。

海南开启自贸区建设后，三亚提出不当房地产的“加工
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三亚产业结构必须升级甚至重构。在童道驰看来，三亚
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重新打造与自贸区自贸港
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46岁的张焱在国内外金融行业闯荡多年，人生第二次创
业选择了三亚，成为亚太金融小镇的负责人，如今小镇已入驻
100余家金融企业，“我们看好三亚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前景。”

借自贸区建设的东风，三亚志在建立面向国际的金融
交易市场，打造区域性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目前三亚已经与
光大集团等 8 家金融机构开展合作。还设立了海南自贸区
开放发展基金，将来预计形成不低于 500 亿元的基金投资
规模。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力，则让三亚颇具“科技范儿”。三
亚已形成“海、陆、空”高新技术产业格局，即中科院深海所

为代表的海洋高新技术、南繁育种为代表南繁产业和以中
科院遥感所为代表的深空探测研究。

备受关注的崖州湾科技城，将是三亚未来的科技“高
地”。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筹备组副组长钟声介绍，将重点
打造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大学城、南山港和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

改革开放激发澎湃动力

改革开放让三亚从小渔村蜕变成国际滨海旅游城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三亚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三亚市发改委主任张利介绍，三亚改革重点是营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去年推进商事登记的全省
通办，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三亚市优化审批服务 20
条》，开展“一窗受理”“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等工作，在
全省率先推行“一枚共享章”制度，在全国首创 24 小时
12345 行政审批专席受理代办制。

“以前项目推着政府走，现在政府主动推动项目走，一年
来最明显的感受是政府积极作为。我们企业对三亚未来充满
信心。”中交海投总经理唐剑光说。目前三亚已注册落地总部
企业 17 家，2018 年全年三亚新增企业同比增长 42%。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对外开放，三亚具有独特的区
位优势。去年三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2 . 5 倍，外贸进出口
总值增长 25 . 8%。三亚新开通至伦敦等 13 条境外航线，全
年运行境外航线达 36 条。

担当和作为往往决定开放力度。面对入境游艇担保难
题，三亚发放全国首笔政府信用担保的游艇保函，已为 12
艘游艇提供关税保函服务。

“未来的三亚不仅是一座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还
是有朝气有活力、人人向往的城市，更将是投资创业和改革
开放的热土。”童道驰说。

增产业升级“热度”，建改革开放“热土”
热带城市三亚打造海南自贸试验区标杆观察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23 日电(记者殷耀、任军川、于
嘉)横跨三北的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这里的生态状况如何，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
的生态安全。目前，内蒙古正倾力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一过程中，
一定要“量水而行”，做好水的文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是把握
好水资源的平衡。地处干旱半干旱区的内蒙古，水资源严重
短缺，全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总量的 1 . 9%，单位
国土面积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记
者调研发现，过去，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工农业耗水严
重，造成地表不少河流断流、湖泊干涸，一些地区地下水超
采严重，甚至出现漏斗区，对水资源平衡和地表生态造成了
严重影响。近年来，尽管全区加强了工业和生活用水管理，
但历史欠账一时很难补齐。

不仅工农业、生活用水要注意保持水资源平衡，生态建
设也一定要“量水而行”。记者调研了解到，一些地区植树种
草过于茂密，种植速生杨等耗水量大的林草品种较多；有的

地方还在不宜种树的草地或沙地上大规模造林，个别地方
还一味追求高大上的样板工程，生态保护修复没有体现“量
水而行”的原则。生态建设还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忽视了因
地制宜和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再如出发点是为了保护生态，
却忽视生态平衡和水平衡，结果带来“保护性”的破坏；更有
甚者，还出现在湿地和草原上造林绿化的荒唐之举，这些都

是应该警惕和需要纠正的。
像在内蒙古这样的水资源匮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一

定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不能只看重地表绿色的增长，更要
清醒地看到地下水资源的消耗。在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过
程中，一定要遵循生态系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坚持以自然
恢复为主的方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增强针对性、系统
性、长效性。植树种草过程中，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乔灌草
相结合；在种植密度上宜疏则疏、宜密则密、宜围封则围封。
地下水资源作为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因素，一定要科
学合理审慎利用。要像划定耕地红线一样，划定水资源使用
红线，为子孙后代留下“水资源空间”。

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祖国北疆这道风
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需要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以人为本。
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做到以水定业、以水定产、以水定绿。
国家有关部门调整了干旱地区造林标准，不是“唯绿是图”，
内蒙古各地也制定了许多“量水而行”的措施，这样才能既
保护好现有的绿水青山，又逐渐修复生态系统，恢复往日的
林草风光，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内蒙古：为子孙后代留下“水资源空间”
构筑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量水而行”，做好水的文章

地处干旱半干旱区的内蒙古水资源短

缺，过去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历史欠账一

时很难补齐。此外在生态建设中，常常出现如

在不宜种树的草地或沙地上大规模造林的情

况，存在“保护性”破坏等问题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内蒙古

在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时，一定要
“量水而行”

武大樱花开了！去不了现场怎么办？

这有一场 5G 技术的“云赏樱”

新华社武汉 3 月 24 日电(记者李伟、王贤)春光兮婉
转，珞樱兮盛绽，又是一年樱花开。24 日，新华社联合武汉
大学、中国移动、中兴通讯进行了一场为时 90 分钟的 5G
云赏樱直播，这是国内首次利用 5G 技术进行的户外超高
清视频直播。

据了解，整个直播全程设有 15 个直播拍摄机位，实时
切换包含无人机在内的近 10 个现场视角，所有直播团队参
与人员近 200 人，而直播主播人则全由武大学生和校友担
任。武汉大学调动展示了多路赏樱资源，怒放的樱花与学生
社团表演交相辉映，直播多角度展现了武大樱花之美，表现
了百年老校的人文底蕴。

直播实现了全程高清采集，5G 技术将直播内容实时
上传至新华社客户端、武大官网官微等平台，全国各地的人

们可以同步在手机等终端看到武大樱花的全景高清视频。
新华社客户端吸引近 150 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被新浪、百
度、西瓜视频、澎湃新闻、湖北之声、抖音等二十余家媒体平
台同步推送和转播，总点击量上千万。

“此次 5G 技术与直播结合，标志着湖北 5G 建设迈出
了关键一步，开启了 5G 技术进入试商用新阶段。”湖北移
动计划部桂鹍鹏说，“5G 网络峰值传输速度比 4G 网络传
输速度快数十倍，在应用于全景视频传输时，在 5G 网络支
持下图像更为清晰，画面也更加流畅。”

据了解，武汉大学 5G试验站是湖北移动开通的首批
5G试点基站之一。湖北移动 5G 办公室刘树为介绍，在即
将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最新的 5G 应用也将
悉数亮相，结合 VR、AR 等实际应用进行示范与普及。

▲这是 3 月 23 日在武汉大学拍摄的樱花和建筑。当日，众多游客前往武汉大学欣赏樱花。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新华社合肥 3 月 23 日电(记者
姜刚)红黄相间的自走式植保机来回
施肥，麦田上空盘旋的无人机精准喷
药，跨度达 300 米的自走式喷灌机均
匀洒水……在 23 日召开的安徽省春
季农业生产现场会上，轮番演示的各
式高科技植保机械，给农业播撒绿色
希望。

这场现场会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 淮北市濉溪县召开。阳春三月，
这里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对于正
处于拔节期的小麦来说，搞好施肥、喷
药等田间管理至关重要。

“你看，我们合作社有 5 台植保机
在田里工作。”在濉溪县韩村镇淮海村
的一处麦田边，濉溪县百善支农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好学说，这一轮
需要施叶面肥，喷洒杀菌类农药，十天
来服务面积达 3 万亩，效率这么高，多
亏了大型植保机械的运用。

据谢好学介绍，前几年打农药用
的是背负式喷雾机，不仅人员劳累，有
时还不安全，效率也不高。在政府的政
策支持下，合作社去年购进 10 台大型
植保机械。他说：“以 100 亩地为例，原
来 1 台机械喷药需要 3 天，现在半天
都不到。”

减量化也是先进植保机械的功
能。在濉溪县五铺农场，安徽全丰航空
植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勇正指
导工作人员进行无人机喷洒。这家公

司主要从事植保无人机研发、产销和专业化农业服务等。
“我们采用高科技的植保无人机喷洒方式、精准施药

技术、专用药剂等，对作物病虫害实施统防统治。”王天勇
说，根据实践测算，使用无人机喷洒方式可以节约农药
30% 左右。

节水省工的农业机械受到关注。在濉溪县农业科研
试验站的试验田里，一台跨度达 300 米的自走式喷灌机
正在均匀洒水。“这台机械是去年开始使用的，管理着试
验站的 300 亩地。”该试验站站长蔡士兵说，它主要是模
仿人工降雨，“根据旱情，需要什么雨，它就能给你下什么
雨，可以均匀地喷洒在作物上。”

近年来，随着植保等机械的更新换代，科技含量越
来越高，通过科学调配，持续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安
徽省植保总站站长黄秋云说，去年全省农药使用量 1 . 28
万吨(折百)，已连续 4 年实现负增长。

“科技进麦田，绿粮有希望！”谢好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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