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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5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中国西
藏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
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全国

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让西藏彻底摆脱
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与全
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呈现出生
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习近平强调，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征程上，希望西藏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
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西藏，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
生活。

“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新时代、
新西藏、新征程——西藏高质量发
展与人权保障的新篇章”，23日在北
京开幕。

习近平向“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5月 21 日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
家老艺术家回信，在中国美术馆建馆
开放60周年之际，向全馆同志致以热
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中国美术馆有

力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典藏精品、展览展示、公共教育、对外
交流等方面守正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中国
美术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至
上办馆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

服务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
众欣赏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国家
级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为繁荣发展中
国美术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美术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
的国家级美术馆，于1963年 5月 23日

建成开放。建馆60年来，累计举办具
有影响力的美术展览5500余场，收藏
各类中外美术作品13万余件。近日，
中国美术馆13位老专家老艺术家给习
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中国美术馆的
建设发展情况，表达为新时代美术馆
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术家回信强调

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上下功夫
努力打造国家级乃至世界级艺术殿堂

新华社拉萨 5月 23日电 23 日 12
时 30分许，2023年珠峰科考13名登顶
队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
之后，他们将完成峰顶雪冰样品采集等
重要科考任务。

这是我国珠峰科考继 2022 年之
后，再次突破 8000 米以上海拔高度。
当日，科考队员在珠峰峰顶利用科学仪

器，采集珠峰峰顶的雪冰样品，用于分
析气候环境指标。

固定钢筋绳索，更换蓄电池，安装风
速风向传感器……当日凌晨 3时，科考
队员从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历
经8个小时攀登，抵达海拔8830米的世
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观测站。经过约1
个小时紧张工作，气象站零部件升级工

作全部完成。为此，他们曾在西藏廓琼
岗日冰川、珠峰大本营等地经过10余次
反复练习，确保每个人熟悉操作流程。

“自动气象观测站维护升级，重点考
虑了极端环境下电池续航问题，在海拔
6500米以下观测站新增了降水量观测，
以获取更全面的气象观测资料，为科研人
员研究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变化特征、冰

川和积雪变化等提供基础数据。”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华标说。

“今年科考具有更大的学科涵盖面，
科考队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仪器设备
也更加高端，特别是和探月工程合作创
新的新型电池，将为峰顶极端环境仪器
设备运行提供可靠能源供应。”2023年
珠峰科考现场总指挥安宝晟说。

我国科考队员登顶珠峰 开展多项科学考察

上天、入地、钻海、登山，中国科学
考察的“探针”，近年来一遍遍触摸人类
未知的时空和领域。

23 日 12 时 30 分许，我国 13 名科
考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在人
类首次登顶珠峰 70 周年之际，我国
珠 峰 科 考 继 2022 年 之 后 再 次 突 破
8000 米以上海拔高度，巍巍珠峰再
次见证历史！

当日凌晨 3 时，科考队员从海拔
8300 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历经数小时
攀登，终于抵达海拔 8830 米的世界最
高自动气象观测站。固定钢筋绳索，更
换蓄电池，安装风速风向传感器……经
过约 1小时的紧张工作，气象站零部件
升级工作全部完成。随后，他们攀登至
8848.86 米的峰顶，利用工具成功采集
雪冰样品。

在海拔 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科考
指挥帐里，科考登顶队员每完成一项任
务，科学家和工作人员都报以热烈的掌
声、喝彩声。

2023 年珠峰地区综合考察研究，
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的一部分。自 4月底以来，来自 5支科
考分队 13支科考小组的 170名科考队
员，继续聚焦水、生态和人类活动，战高
寒、斗风雪，在珠峰地区探索自然，追问
科学，奋勇攀登。

再攀高峰：解开珠峰科考
“新宝藏”

青藏高原被科学界称作“天然实验
室”，而珠峰及其附近地区就是其中一
块亟待被科学认知的璞玉。

今年珠峰科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 对 已 架 设 在 海 拔 5200 米 到 海 拔
8830米的 8套气象站进行维护和技术
升级。

据第二次青藏科考高海拔气象梯度
观测小组负责人赵华标介绍，维护升级
重点考虑了极端环境下电池续航问题，
在海拔 6500米以下气象站新增了降水
量观测，以获取更全面的梯度气象观测
资料，为研究极高海拔的气象要素变化
特征、冰川和积雪变化等提供基础数据。

今年科考的另一突破，便是时隔近
60 年后再次发现喜马拉雅鱼龙化石。
喜马拉雅鱼龙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青藏
高原科考中被发现并命名。鱼龙化石
的发现，直接证明珠峰地区曾是一片汪
洋大海。

此次科考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藏科考队取得重
大发现：在定日县岗嘎镇南部三叠纪曲
龙共巴组的至少三个层位岩层中，发现
确定无疑的脊椎动物骨骼的化石。从
骨骼结构上判断，正是喜马拉雅鱼龙化
石，这距上一次找到三叠纪喜马拉雅鱼
龙已过去近60年。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维说，近期新发现的化石
相当完整，必将为进一步研究这种珠峰
地区“史前海怪”提供更多、更确切的科
学信息。

“作为重要发现，科研人员将优先
对鱼龙化石进行研究。”中科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说，科研
人员将尽量还原两亿年来高原的生命
演进史。

稀有金属资源分队长、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吴福元院士介绍，

“青藏高原矿产资源丰富，我们在珠峰
地区发现了以琼嘉岗锂矿为代表的稀
有金属矿产。珠峰科考能为进一步揭
示喜马拉雅地区稀有金属矿产的分布
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发现让人振奋，而随着 2023 年
珠峰科考的推进，各科考分队的新探索
陆续亮相。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
队利用高精度的仪器和无人机开展大气
温室气体的连续观测，以精准估算青藏
高原碳源汇现状；古生物科考分队将在
珠峰开展孢粉研究，首次探寻海拔6000
米以上地区孢粉里的“独特密码”……

“今年科考具有更大的学科涵盖面，
科考队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仪器设备
也更加高端，特别是和探月工程合作创
新的新型电池，将为峰顶极端环境仪器
设备运行提供可靠能源供应。”2023年
珠峰科考现场总指挥安宝晟说。

成果不断：“珠峰密码”正
被逐步破译

珠峰是地球之巅，珠峰地区是感受
全球气候变化的前哨。全球变暖对珠
峰冰川的影响如何，是当前国内外科研
人员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

“我们刚从珠峰 6500 米处钻取了
一支新的冰芯样品。”中科院西北生态
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康世昌兴奋地
说，冰芯将为了解珠峰地区气候变化历
史提供丰富的信息。

曾多次前往南极、北极考察冰川变
化的康世昌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冰川
退缩和融化十分普遍。但与世界其他
地区相比，珠峰地区及青藏高原的冰川
退缩相对较慢。根据我国科学家钻取
的珠峰冰芯记录显示，珠峰地区大气中
人类来源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等，自工业革命以来呈增加趋势。

“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变化与世界其
他地区紧密相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队队长、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极目
一号”Ⅲ型浮空艇、冰川雷达测厚仪、大
气湍流观测系统等系列先进仪器的使
用，有力提升了观测精度和探测水平。

生态系统与碳循环分队长、中科院
院士朴世龙介绍，在珠峰地区持续开展
温室气体变化科考，将更全面地认识青
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化及其与全球环
境变化的联动，为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
明高地作出更多贡献。

近年来，珠峰科考多领域不断取
得新突破：架设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
气象站，首次获得科考和登山运动员
在不同海拔适应期间的健康数据和样
本，利用直升机和浮空艇新平台首次
对珠峰地区二氧化碳、甲烷的垂直分
布进行测量……

“2023 年 珠 峰 科 考 是 第 二 次 青
藏科考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的重要
内容，相信越来越多的‘未解密码’将
被‘破译’。”科技部副部长、第二次青藏
科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萌说，第二
次青藏科考启动以来取得了系列重要
成果，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有很多新的
科学发现，在一些重要领域填补了空白，
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任务集成和成果凝
练，服务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不止攀登：无惧艰险探秘
“科学之巅”

1960 年 5月 25 日凌晨，我国登山
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登上珠峰峰
顶，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地球之巅。

1958年至 1960年，为配合这次登
顶，中科院组织了一支 46人的科学考
察队，对珠峰地区进行了自然地理、地
质地貌、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考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珠峰的登顶
也叫登山科考，登山是第一目标，科考

工作能做多少做多少。”姚檀栋院士介
绍，后来科学家们作为独立力量在珠峰
地区做各种科学考察，能做到的大多是
海拔五六千米高度的研究，8000 米以
上的科研样本很少。

60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登山者
和科研人员来到梦寐以求的珠穆朗玛，
用脚步丈量她的高度，用科学的态度认
知她的神秘，不断给出科研诸多领域的

“中国答案”。
追寻科学答案，离不开经年累月的

孜孜以求。“在珠峰地区我时常感觉到两
方面的穿越和链接。”王维说，“一是与古
生物的链接，一是与老一辈科学家的链
接，我们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将前辈的研究与我们的发现相结合，解
读出新的故事，这是跨越时空的致敬！”

“每一次登顶，都是向她致敬。”珠
峰科考登顶队成员边巴顿珠第 7次成
功登顶珠峰，“将自己的登山事业融入
国家科考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
量，我感到特别荣幸！”

人类活动变化分队长、中科院院士
朱彤认为，“青藏高原科考与我们的生
存环境、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等密切相
关，从新科学问题提出到新技术应用，
科考永远也在勇攀高峰，珠峰科考就是
典型范例。”

知难而上，同心协力，只为更深刻
地认识珠峰、保护珠峰。

“珠峰科考已实现从‘我要征服
你’到‘我要了解你’的思路转变，青
藏高原正成为科学考察研究的‘新高
地’。”姚檀栋表示，近二三十年来在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我
国在冰川变化、气候变化、生态变迁
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已在国际上处于
第一方阵。

探极迎风八万里，究真天地阅古
今！中国科学考察正担负起研究人类
生存、守护地球生灵的崇高使命。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探极风云 究真苍穹
——记2023年中国科考队登顶珠穆朗玛峰再次开展综合科学考察

5月 23日，科考登顶队员在珠峰海拔约 8830 米处维护升级自动气象站。（新华社 发）

5月 23日，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雪域儿女世世代代
铭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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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
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
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

从 1951年到 2023年，历史如何定义雪域高原这翻天
覆地的72年？

——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黑暗的封
建农奴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同心同德、和衷共
济，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
藏各族人民消除了困扰高原数千年的绝对贫困，与全国人
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历史的必然

5月的拉萨，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缓缓流淌的拉
萨河波光粼粼，河畔中华文化公园里游人如织。满头白发
的农奴后代旦增拉姆，在大型雕塑《十七条协议》前久久驻
足。抚今追昔，她感慨地说：“没有 70多年前的西藏和平
解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旦增拉姆出生在西藏措美县当许村。在父辈的记忆
里，旧西藏的当许村有100多户农奴，他们过着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的生活。

旦增拉姆说，他们住的是牛圈边一根柱子撑起的破
“房子”，遮不住雨雪，也阻挡不了寒风。旦增拉姆父亲回
忆，在旧西藏，全家人就没有吃饱过，“每天从早干到晚，只
能领两小勺糌粑。”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占人口约95%的
农奴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所副所长肖杰说，旧西藏的封
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
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的成立让全国各族人民倍感
振奋，解放西藏也成为广大人民的呼声——十世班禅致电
中央政府，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

1951年 5月 23日，以《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为标志，西
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
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边巴拉姆
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
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西藏
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创造发展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
定向、谋篇布局，两次出席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多次对西
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
件大事，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亲临西藏看望各族干部
群众，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道路决定命运。新西藏 72年的历史昭示，要找到一
条适合自己的道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一旦走上这
条康庄大道，又会写就何等壮丽的诗篇。

人民的期盼

在西藏阿里地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70余位
老人在此安享晚年，他们或是坐在屋外沐浴暖阳，或是喝
着甜茶嬉笑聊天，生活有滋有味。

2015年 12月，国家投资3000余万元建起阿里地区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同时配套了按摩理疗室、食堂、
洗衣房以及医疗服务区等多种设施，还安排专人提供服务。

阿里地区噶尔县昆莎乡 74岁的次仁拉松老人膝下无
子，生活无法自理，5年前搬到这里生活。“护理员经常帮我
们洗衣服、剪指甲、洗澡，我们心里暖暖的。”次仁拉松喝着
酥油茶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深切关怀下，西
藏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每年财政收入
的80%以上投入到民生领域，搭建了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全面保障体系。

春风化雨入高原。顺应民意、保障民生、凝聚民心，西藏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实践，镌刻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张张
基层农牧民的幸福笑脸，绘就色彩斑斓的小康生活。

今日西藏，人民发展权得到充分释放。2022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
2132.64亿元。而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9亿元。一座座现代化城市
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一片片产业园区朝气蓬勃，早已不是和平
解放前破败不堪、万物凋敝的惨淡景象。

今日西藏，人民生存权迈向更高水平。2022年，西藏粮食、蔬菜、猪牛羊肉
产量分别达到 107.34万吨、81.58万吨、28.29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生活在社会
主义新西藏的各族人民，早已不用担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何吃得更营养、更
健康成了“新烦恼”。

今日西藏，人民健康权实现跨越发展。2022年，西藏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 5.49张、7.18人，人均寿命从和平解放前的
35.5岁增长到72.19岁。

今日西藏，人民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截至目前，西藏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
15年公费教育，建成各级各类学校 3339所，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达 92.2万人。
上学再也不是和平解放前贵族子女的特权。

今日西藏，人民政治权利有效行使。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
共有2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16名，占66.7%；全区42153名四级人
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 89.2%。他们几乎都是旧西藏百万农奴的后
代，如今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的践行者。

新起点新征程

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的西巴村，是一个珞巴族聚居村，和平解放前，
这个以刀耕火种、狩猎为生的古老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短短70多年，我们珞巴族就实现了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跨越，这都要
感谢党。”村民安阳丽笑着说道，“现在我们村居住着珞巴族、藏族、汉族等18户64
人，依靠水果、茶叶种植，发展生态旅游以及外出打工，村民日子越来越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德评价说，西藏各族人民如今共享发展机

遇，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高质量发
展，取得的成就堪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

如今，迈步新征程的西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笃定自信，围绕做
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勇前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西藏正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区，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不断增强。
2020年 5月 1日，《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正式实施，西藏成
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模范区创建省份。

——以川藏铁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西藏在高原经济高质
量发展上稳步前进。复兴号列车开上雪域高原，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
镇，建制村通光纤率、4G信号覆盖率均达到99%。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藏坚决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如今，高原上动植物栖息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主要江河湖泊水
质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地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99%以上。

——情重如许，誓言若山。在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以卓嘎、央宗姐妹
为代表的万千西藏守边群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护着脚下的土地，靠自己的双
手建设美丽家园，拱卫好祖国西南边陲。以重点领域、重要方向、重大项目为突
破口，西藏加快实施抵边安居、基础设施提升、民生改善、产业兴边、沿边开发开
放、民族团结聚力、守土固边工程。

当前，西藏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各族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
征程上踔厉奋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笃定前行，必将创造更加绚烂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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