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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电(记者王军、刘洪明)对于历经沧桑的雪域高
原来说，60 年前的 3 月 28 日，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政教合一
的封建农奴制在西藏终结，久经黑暗痛苦的西藏人民从此走向
光明和幸福，高原迎来“生命之春”。

民主改革 60 年来，西藏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翻身解放、
当家做主的西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谱写了革命、建设、改革的
壮美篇章，创造了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

在西藏民主改革 60年之际，记者梳理了涉及经济、民生、社会、
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十大数据，展现 60年来雪域高原的发展巨变。

数据一：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91 倍
民主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西藏的社会生产力。1959 年，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1 . 74 亿元；2018 年，达到 1477 . 63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91 倍。西藏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
20 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数据二：1 万多亿元投向重点建设项目
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累计投入 1 万多亿元实

施了 800 多个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青藏铁
路、拉日铁路、旁多水利枢纽工程、藏木水电站等一大批重点工
程建成投入使用，青藏、川藏电力联网工程架起了电力“天路”，
主电网覆盖达到 62 个县，供电人口达到 272 万人。

数据三：粮食产量稳定在 100 万吨以上
民主改革前，西藏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粮食亩产量只有 80

公斤。良种补贴、繁育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国家一系列惠农
富农政策的实施，提升了西藏农业生产水平。1978 年后，西藏粮
食单产用近 40 年时间实现了翻番，从 167 公斤/亩提高到了
2017 年的 378 公斤/亩。2018 年，西藏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万吨
以上，其中青稞产量达到 81 . 4 万吨。

数据四：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9 . 74 万公里
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经过 60 年的建设，全区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 9.74 万公里，逐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三纵、两横、六通道”
为骨架的公路交通网络。此外，青藏铁路、拉日铁路建成运营，川藏
铁路拉林段建设进展顺利，使西藏与内地和世界的距离更近。

数据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286 元
60 年来，党的各项惠民富民政策在西藏全面落实，群众

收入实现历史性增长。2018 年西藏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17286 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3797 元和 11450 元，分别是 1965 年的 73 倍和 105 倍。随着
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冰箱、电视、摩托车、手机和汽车等
进入寻常百姓家。

数据六：贫困发生率降至 8% 以下
旧西藏，百万农奴一无所有，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

地。60 年来，在党中央的关心下，西藏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
展。2018 年，西藏贫困人口减少 18 万人，贫困人口从 6 年前
的 86 万人减少到 15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8% 以下；74 个
县(区)中脱贫摘帽县达到 55 个。

数据七：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0 . 52%
旧西藏文盲率高达 95% 以上。60 年来，西藏建立起涵盖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
育等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截至 2018 年，西藏学前教育毛入
园率 77 . 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39 . 2%，青壮年文盲率下降
到 0 . 52%，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达到 8 . 6 年。

数据八：人均寿命提升至 68 . 2 岁
因高寒缺氧，西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

住的区域。60 年来，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
善、社保体系的完善，西藏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目前，西藏人均
寿命从过去的 35 . 5 岁提高到如今的 68 . 2 岁，全区人口由
1959 年的 122 . 8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43 . 82 万人。

数据九：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国土面积的 34 . 35%
在发展过程中，西藏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建成。目前，自然保护区占西藏国土面积的
34 . 35%，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2 . 14%，7 地市环境空气质
量平均优良率达 95% 以上。

数据十：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 3000 万人次
西藏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进

藏观光旅游。全区旅游接待人数由 1980 年的 1059 人次增加
至 2018 年的 3368 . 7 万人次，增长 31810 倍，旅游业已成为
世界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

从十大数据看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变迁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李嘉瑞)保障性住房究竟是
怎样建设的？质量是不是比商品房差？保障性住房的价格低，究
竟低在哪里？近日，带着一系列疑问，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保障性
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并探访参与北京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的建材供应企业。

新开工项目全部使用装配式建筑

近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在建
安置住房和保障性住房质量专项排查的通知》，排查内容主要包
括工程实体质量情况，重点排查钢筋、预拌混凝土等主要建材质
量情况、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实体质量情况、有无渗漏、裂缝以
及水暖、电气、节能保温等方面影响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

2018 年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 5 . 45 万套；分配公租房 3 . 23
万套(户)，其中实物房源 2 . 66 万套，新增发放市场租房补贴
0 . 57 万户；完成棚户区改造(含征收、拆迁、签订腾退协议)3 . 43
万户。2018 年通过园区人才配租、社会单位集体租赁和“新北京
人”专项配租等各种渠道，为非京籍家庭配租公租房 2100 套，已
累计配租 1 . 5 万套。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保障性住
房的质量不低于市面上的商品房质量，甚至更高。目前该中心所
属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新开工项目已经全部使用装配式建筑。建

筑用的墙体、楼板等材料，都是由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
司生产，这是一家由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和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
设投资中心合资组建的国有控股公司，于 2013 年 8 月成立。

所谓装配式建筑，就是指楼房建筑用的墙体、楼板等材料
全部在工厂生产好，然后直接运输到工地，通过类似于拼插的
装配方式进行建设。装配式建筑能减少建筑工地可能造成的
环境污染，也能提高建筑效率，并且因为采用标准化流程生
产，质量也更高。

外墙板采用“三明治”结构

在位于昌平区的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总部内，
记者看到，每一块正在生产的墙体、楼板上面都有一个标签，
上面写着工程名称、楼层号、方量、重量、生产单位等信息。此
外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后可以识别出这些信息。

生产工地上，灌浆主管张印明正在检查外墙体的保温层。
从业 13 年来，他参与过北京市众多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指着
一块夹心保温外墙板，张印明介绍，这种外墙板采用“三明治”
结构，里面一层 20 厘米厚的墙体，起到承重等建筑结构功能，
中间的一层是保温层，最外面还有一层 6 厘米厚的保护层，能
防止保温层损坏，也能防止起火。

张印明说，这种外墙板既用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也用

在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质量是完全一样的。
北京市燕通建筑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成传介绍，北京

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的装配式建筑
建材，全部由燕通公司生产供应，但燕通公司并不是仅为保障
性住房生产建材。

“几乎北京市场上知名的房地产企业，例如万科、碧桂园等，
都在使用我们生产的装配式建筑建材。”任成传说，供应给商品
房和保障性住房的建筑材料的规格、质量要求都是相同的，“可
以说，保障性住房的质量和知名商品房的质量是一致的。”

大规模建设摊薄了设计等多方面成本

那么，保障性住房的价格为什么会低那么多呢？除了一些
政策上的倾斜之外，北京市住宅产业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杨思忠解释说，这是由于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设，摊薄
了设计等多方面成本所导致。

“比如设计一个别墅区，设计费用，楼板等建筑材料的模具
费用，都要压在这一个别墅区上，价格自然就高。”杨思忠说，如
果是保障性住房，由于建筑量很大，成本平摊之后就很低。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中心所属的保障性住房的户型比较统一，使用的墙体和楼板
的规格也就比较简单，成本也就因此降低了。

怎样建设？质量差不差？价格低在哪？
三问北京保障性住房

新华社长沙 3 月 25 日电(记者白田田)湖
南衡阳县关市镇农历每逢四和九，是周边村民
赶集的热闹日子。前几年人们常能看到一个摆
卖“神药”的摊子，宣称销售的产品能治疗肝癌、
乳腺癌等 17 种癌症，“康复后可多活 5 至 20
年，15 年之内不会复发”。

如今，这个“神药”摊子受到查处。记者了解
到，摊主刘某某将自制的中草药制剂销售给患有
各类严重疾病的病人，这些药物已被认定为假
药。刘某某因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被衡阳县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已开庭审理。

去年下半年，根据举报线索，衡阳县公安局和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查获刘某某在关市
镇的销售点和制药点，查扣药品生产工具 5件、加
工原材料 8个品种 22箱、成品 50多瓶 100多公斤。

所谓“神药”究竟是如何出炉的？据刘某某
交代，10 多年前，他凭借自学的中草药知识，
“研制”出 3种产品：家用饭菜农药化毒液、解毒
汤、毒化净，有可以直接喝的，有用于炒菜吃的，
有可煮饭、煮面条、洗澡的。在广告单页中，他宣
称产品可治疗 17种癌症和 15种慢性病，并自
称属于“中国衡阳植物药物科学研究院”。

尽管这些药物没有生产批文，却得到不少
病患的信任。关市镇购买过刘某某“神药”的一
位村民说，他患有风湿病，以往经常是从集市摆
摊的人手里买药，“听说谁的药有效就去买”。不
过，吃了这么多年，发现根本没用，他现在都是
去正规的医院看病了。

私自制售、虚假宣传、设点摆摊，类似这样的
“神药”在当前农村、乡镇地区仍不鲜见。记者在一
些乡镇集市上看到不少“祖传秘方”，号称可治腰
腿痛、半身不遂、妇科病等疑难杂症。还有一些刷
墙广告，硕大的标语写着“专治××病，一次见效”。

衡阳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负责人
认为，“神药”之所以有市场，是抓住了很多人
“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这些所谓的“神药”往往
涉嫌虚假宣传、非法行医，产品没有生产许可
证，不仅骗取钱财，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患者科学诊断、正确
用药，延误了治疗时间，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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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 建 设 万 里 行

西藏民主改革 60 周年

新华社海口 3 月 25
日电(记者柳昌林 、涂超
华)南海碧波，丝路帆影。
昔日海南作为古丝路上
重要的海上驿站，见证了
海上丝路的繁荣景象。

如今，“海南-东盟”
航线万吨巨轮劈波斩浪，
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
初见规模，国际“朋友圈”
不断拓展。海南“一带一
路”支点作用日益凸显，
对外开放新格局取得重
要进展。

开航班织航线

紧密与世界相连

港区内车辆穿梭，海
面上巨轮交错。3 月的洋
浦港，一片繁忙景象。

去年 12 月底，“海南-
东盟”班轮航线从洋浦港
开启首航，由此打通了我
国西部地区经海南直航东
南亚的出海通道。

海南中远海运集装箱
运输有限公司洋浦分公司
总经理符传育说，依托这
一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
新支点，洋浦港今年已开
航 67 个班次，累计发送货
物量和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同比分别增长 21 . 6%
和 20 . 7%。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经脉和重要内
涵。近年来，海南省不断织
密海运航线，已形成联结
东南亚、辐射亚欧的外贸
航线布局。

与此同时，海南积极
打造“空中丝路”，不断拓
展国际航线，将海南与世
界紧密相连。

“从海南出发，4 小时飞行时间可以覆盖亚洲 21 个国
家和地区约占世界 47% 的人口，8 小时飞行时间可以覆盖
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 59 个国家和地区约占世界
67% 的人口。”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胜
说，海南在打造 4 小时、8 小时航线经济圈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据介绍，海南去年开通和加密至东南亚热门城市的空
中直航航线，国际航线拓展到 74 条，并力争到 2020 年开通
100 条国际航线。

海空航线的加密，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频繁，开启
了海南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2018 年海南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20 . 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 . 1 个百分
点；入境过夜游客达到 1 2 6 . 3 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 9%。

搭平台架桥梁

拓展国际“朋友圈”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将于 3 月 26 日至 29 日隆
重举行，风光旖旎的博鳌小镇正盛装迎接四海宾朋。

“海南在服务保障论坛的过程中与博鳌亚洲论坛一同
成长，共享收获。”王胜说，通过充分利用论坛主场外交平台
优势，海南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新桥梁。

已成功举办了 4 届的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填补了
中国与东盟地方政府交流机制的空白。去年，对话倡议成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促进邮轮
旅游共同发展。海南业已开通 14 条至越南、菲律宾及其他
南海国家(或城市)的邮轮航线。

通过博鳌论坛的平台，海南近年来累计策划海南主题
活动近百场，打造了“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南海合作分论坛”和“华商领袖
与智库圆桌会”等一系列对外交往平台体系，积极参与区域
交流合作。

借助博鳌论坛的平台和品牌优势，海南的国际“朋友
圈”越来越大。海南与 1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1 个
地方省市签署结好意向，国际友城数量也增至 59 个，省级
友城位居全国前列。

“其中，岛屿友城的数量占到了一半。”王胜表示，海南
还将不断用好全球岛屿经济体“朋友圈”资源，为全球岛屿
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走出去引进来

深化合作筑未来

海南自古就是中西商船往来的补给港和商品中转地。
岛上留存的文化遗迹和不断出水的南海文物，都蕴含着一
段段有关古丝路的悠悠历史。

书写“一带一路”新华章，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这是新时代赋予海南的历史
使命。

海南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交流
合作五年行动计划等文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对“一
带一路”建设的统筹谋划。2018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为推进海南与“一带一路”参
与国合作提供了指引。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是中国唯一的
热带农业展会，也是“一带一路”国家农业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去年年底举办的第 21 届冬交会上，34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38家企业带来 400种产品在“一带一路”国际馆展出，
境内外客商达 6000 多名。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海南一批企业带着科
研技术和资金频频与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经贸合作，互利共
赢。

去年，海垦集团与马来西亚橡胶局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在促进改性橡胶沥青道路技
术商业化、加快研制和应用智能割胶设备两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

海垦集团副总经理、海胶集团董事长王任飞说，东南亚
的橡胶种植端大部分是小胶农和小农场，很难在种苗研发
等领域有所投入。海胶集团的研发成果能够给东南亚橡胶
企业带来更大效益，集团自身也能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市
场机遇。

参与“一带一路”为海南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仅今年
1 月，海南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进出口总额达 26 . 2 亿
元，同比增长 43 . 5% ，占同期海南外贸进出口比重的
2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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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25 日电(记者周蕊)上海人社部门 25 日宣
布，从 4 月 1 日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2420
元调整到 2480 元，增加 6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21 元调整
到 22 元。

根据相关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提供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的月工资不能低于月最低工
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人依
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劳动
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及有毒有
害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

贴、住房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由用人
单位另行支付。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即
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4 小时，每
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
劳动者个人和单位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据悉，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主要考虑城镇低收入家
庭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发展水
平、企业人工成本、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统筹兼顾企
业承受能力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幅度。

新华社上海 3 月 25 日电(记者周蕊 、龚雯)来自法国的
高端百货业巨头老佛爷百货 23 日在上海开出其在中国的
第 2 家门店，本周开始的 2019 秋冬上海时装周将带来超过
100 场大秀和众多的全球首发。正在加速打造“全球新品首
发地”的上海，这样的“明星店”和首发越来越多。

“中国是老佛爷百货实现未来业务扩张和增长的关键市
场。”老佛爷百货首席执行官欧宁说，预计到 2025 年，老佛爷
百货将在中国开设门店 10 家左右，中国市场有望成为其在
法国之后的第 2 大市场。

欧宁说，现在老佛爷百货法国门店销售额中，20% 左右
是由中国消费者贡献的。

老佛爷百货是上海“明星店”的一个剪影。来自纽约的
“网红”汉堡店 Shake Shack 、来自加拿大的国民咖啡品牌
Tim Hortons 、来自丹麦的乐高全球旗舰店等纷纷登陆上
海，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与全球同步的消费体验。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首发新品更是超过
5000 件。

2019 秋冬上海时装周期间，上海还将迎来超过 100
场大秀和众多的全球首发。

运动品牌锐步将在新天地秀场进行全球新品首发。
锐步亚太区品牌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查伟文说，品
牌不仅希望将西方的潮流带到中国，更希望与中国顶尖
的新晋设计师合作，支持中国设计师走向国际舞台。

卡骆驰中国区总裁弗兰基·泰勒说，品牌非常看好
中国市场，时装周期间，将带来与华裔时装设计师谭燕
玉的个人高级成衣品牌的合作系列，让不同的设计元素
碰撞出火花。

上海正在加速打出闪亮的“时尚名片”，实现“全球时
装新品上海首发”。来自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知名品牌在上海新开全国首店 301 家。“首店经
济”居全国领先的同时，上海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也取得
显著成效，在过去的一年间，已有超过 3000 个品牌在上海
首发全球新品。

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 2480 元

上海加速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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