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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连着民心，改善民生是西藏工作的重中之重，

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西藏财政不断加大支出力度，采

取有力措施，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时时处处为西藏各族群众办实事，提高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民生阳光”普照雪域高原。

倾力支持  助推精准脱贫攻坚

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的西藏，有着大自然馈赠的

奇伟瑰丽风光、丰富多样的资源，但也存在生存环境

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文明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滞后的

现状。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

西藏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脱贫成本最高的地方。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决定将西藏作为特殊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予以扶持。“十五”期间，中央和自治区累

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14.56亿元，全区重点扶持的乡

镇由2001年的393个下降到2005年的20个，重点扶

持人口由148万人减少至37.3万人。“十一五”期间，

中央和自治区累计投入扶贫开发资金24.9亿元，完成

贫困户安居工程2.2万余户，人均纯收入低于1300元

的农村重点扶持人口减少至27万人，人均纯收入低于

1700元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减少至75万人。“十二五”

期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实现新突

破，共投入资金86.92亿元，全区贫困人口下降至59

万，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49.62%下降到2015年底

的25.2%。

2016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中央加大政策资金支

持力度，重点扶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发展。

西藏各级财政部门将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党

委、政府的安排要求，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在扶贫开发

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严格落实“省负总责、地市直管、

县区落实、乡镇专干”的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投入机制，

着眼高质量、长期稳定脱贫，扑下身子、摸清根源，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瞄准“两不愁、三保障”，倾力支持

全区扶贫开发工作。

“西藏有些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没有亲身去过很

难想象——高寒、缺氧、干旱、大风……人类生存发展

的基本条件几乎都不具备，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中之贫、

坚中之坚。”援藏干部、西藏财政厅副厅长周锋说，“对

西藏这样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来说，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要从组织保障、政策体系、队伍力量等多个

方面对帮扶资源进行整合，这样才能确保各项帮扶政

策贯彻落实好，财政资金使用精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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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堆龙德庆区波玛村。刘永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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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西藏脱贫攻坚的关键硬仗。根据

西藏易地扶贫搬迁整体规划，将有总计20多万贫困农

牧民从高海拔、偏远闭塞、生态脆弱、地方病高发地区

搬迁至生产资料富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地区。

噶尔县狮泉河镇是阿里地区的行署所在地，沿着

镇内的文化路向东南方向约三公里左右，有一大片美

丽的藏式风情民居静静矗立在狮泉河畔、雁尾山下，

宛若一座美丽的新城。这些民居共分为四个区，精美

的雕刻，浓郁的色彩，分别呈现着普兰、札达、日土民

房特色和拉达克风格。“这就是阿里地委、行署实施脱

贫攻坚战略的头号民生工程，也是阿里地区易地扶贫

搬迁首个重要工程——康乐新居集中安置区。”阿里地

区财政局副局长吴江告诉记者。

为了使农牧民群众更好地适应搬迁生活，康乐新

居工程严格按照“一家一户单门独院，充分体现藏式风

格、阿里特色、旅游景点，满足旅游发展需要，同时建

设一些家庭旅馆，增加群众收入”的要求建设，并以阿

里地区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和孔雀河四大河流命

名，建设面积超过500亩。“康乐新居集中安置区建设

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实施，按照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

的标准，主要安置从革吉、措勤、改则等五个高海拔县

搬迁而来建档立卡贫困户。区内配套规划了社区服务

中心、幼儿园、卫生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规划

水、电、路、讯、暖、庭院绿化、小区硬化等基础设施。”

吴江说。

走进与狮泉河小区一路之隔的“康乐新居服装地

毯加工厂”，记者看到许多藏族妇女正两两一组坐在古

老的木质织机前进行手工地毯编织。五颜六色的羊毛

线在她们手中慢慢延展成花色精美、具有藏族风情的

地毯。来自甘肃的技术负责人闫淑萍告诉记者，目前

厂里共有50多名女工，大都是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根

据编织速度和成品质量，这些藏族女工每人每月能拿

到1500—3000元不等的工资。吴江说，通过易地扶贫

搬迁，一大批贫困群众告别了祖祖辈辈那种粗犷落后

的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他们或是自主创业，或

在康乐新居劳务输出合作社的安排下参加技能培训，

积极就业，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象雄古堡巍峨神秘，万亩花海蓄势待发，特色民宿

别具一格……象雄美朵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位于拉萨

市堆龙德庆区，据当地扶贫办主任介绍，这里是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自项目运营以来，通过加快生态旅

游文化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加快脱

贫致富步伐。其核心项目“德吉藏家”精品民宿所在地

波玛村，2018年人均收入达到1.33万元，全村实现脱

贫摘帽。 

“德吉藏家”精品民宿易地扶贫搬迁旅游可持续发

展项目总投入1.17亿元，其中北京援藏资金6409.46

万元，用于100套易地扶贫搬迁房建造及选择性改造

民宿15套（一期）、新建50栋100套扶贫搬迁民宿（二

期），现有客房140间、床位231个，提供就业岗位45

个，带动村民就业37人。截至今年9月底，德吉藏家

累计接待游客5.5万多人，实现营业收入近400万元。

今年8月份，波玛村10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还拿到了

2019年上半年的分红，这已是“德吉藏家”运营以来

第三次为他们集体分红了。此次分红共计为易地扶贫

搬迁户分得经营性红利21.6万元，其中最多的一户分

得红利近8000元。除分红外，许多搬迁群众还在景区

的保洁、保安、节目演出等岗位上积极就业，有些人

还开起了超市、特色旅游产品专营店，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

“2016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累计安排扶贫开发资金

506.3亿元，年均增幅达15.5%。扶贫开发资金的稳定

增长，为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周锋说。截至2018年底，西藏全区已实现55个贫

困县（区）脱贫摘帽、4714个贫困村（居）退出、44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之前的

25.2%下降至6%以下。

紧贴民心  织牢民生保障网

克松社区位于西藏山南市乃东区，1959年西藏平

叛后，克松是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的村子，因此

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1959年12月2日，民

主改革工作组在这里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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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克松村相继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

人民公社、第一个完全小学。可以说，这里是西藏社会

变革、农奴翻身作主的见证地。

走进克松社区的“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

通过图片、实物展示、场景再现等方式，记者一行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在民主改革前后克松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今天的克松社区内，宽阔平整的道路、每家每户错

落有致的藏式小院、路边笑逐颜开的老人和孩子，处

处是一片和谐幸福、生活美好的景象。 

60年来，西藏财政大力支持保障民生，稳步提高

民生政策标准，及时保障民生资金，人民的生活条件

全面改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西藏财政不断加大投入，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

逐年提高农牧区医疗制度财政补助标准、农牧民大病

保险保费补助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

城乡居民暨在编僧尼健康体检补助标准等。为切实降

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从2008年起，

自治区财政按每县20万元安排全区“降消”项目资金，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降消”项目资金共计

1.184亿元。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稳步提高、疾病预警

工作的广泛开展，如今在西藏基本实现了“大病不出自

治区、中病不出地市、小病不出县区”，老百姓身体健

康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西藏人口由1959年的122.8万

人，增长到2018年的343.8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总

人口的90%以上。西藏人均预期寿命从1959年的35.5

岁提高到2018年的68.2岁。

2006年，西藏实施了以农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和

扶贫搬迁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2006—2013年，

全区投入资金278亿元，累计完成了46.03万户农牧民

安居工程的建设任务，使全区230多万农牧民住上了

安全适用的房屋。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西藏财

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全面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

2008年起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两免”（免除学杂

费和书本费）政策；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实行高

中阶段免费教育政策，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城镇

学前教育免费政策——至此，全面建立起“十五年免

费教育”体系。从1985年开始，对西藏农牧区中小学

生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施“三包”（包吃、包住、包

学习费用）政策，目前已覆盖学前教育至高中阶段教

育所有农牧民子女在校生，2019年生均标准达到3720

元。2018年和2019年，西藏财政分别为“三包”政策安

排资金20.96亿元、22.38亿元，惠及学生60.6万人。除

此以外，从2014年春季学期开始，西藏在全区县级以

上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农牧民子女“三包+营养”供餐模

式，2018年落实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资金3.25

亿元，惠及学生41.27万人。免费教科书、全面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高海拔地区义务

教育寄宿制学校集中供暖等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善了

阿里地区易地搬迁贫困户在手工地毯厂工作。刘永恒 摄 高原上的儿童。瞿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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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了办学水

平。雪域高原上的孩子们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的跨越。

智慧、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文化艺术遗产丰富、宝贵。2013年，拉萨市启动对老城

区改造保护工程，共完成7条街区风貌保护、56座古建

大院修复保护。拉萨市古城历史文脉、特色风貌得到进

一步保护传承，城市环境大幅提升，八廓街入选“中国

十大文化名街”。拉萨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

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的古格王朝遗址是1961年国

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有千年

历史的古格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

是吐蕃王室后裔在吐蕃西部阿里建立的地方政权，也

是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的立足点，佛教由此在

西藏逐渐达到全盛。整个遗址共有房屋、佛塔和洞窟

等600余座，远远望去，气势恢宏，古建筑群矗立在

300米黄土之上,寺庙洞窟遍布其身,似乎还在时光里

静静讲述传奇。目前，遗址中保存较好的寺庙、殿堂共

5座，其中遗存数量最多、最完整也是最为宝贵的是它

的壁画。据札达县财政局局长旦增介绍，由于札达县

降雨量增多，遗址屋顶曾一度漏水，导致部分精美的

壁画遭到侵蚀，遗址内部分窑洞甚至出现坍塌的迹象。

2011年古格王朝遗址修缮保护工程启动，经过修缮保

护，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壁

画感受古格王朝的神秘风采。

2013—2018年 ,自治区财政投入文化事业资金

20.89亿元，大力构建自治区、地市、县、乡、村五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民间艺术团补助及场次补贴、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文艺创作扶持

与奖励等文化项目，落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村

级文化建设等文化项目资金，通过加大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促进了西藏自治区县级民

间艺术团增加演出服务场次，提升了服务质量，丰富

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宣传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如今，西藏群众有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去博物馆看展

览，去公园观看文化惠民演出，在图书馆或农家书屋、

寺庙书屋徜徉书海，到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学书法，在

村里的文化广场看藏戏和公益电影……西藏公共文化

服务呈现着传统与现代、高雅与通俗同频共振的欣欣

向荣气象。

穿越世纪风雨，走过甲子辉煌，西藏财政与高原人

民心贴心，携手实现幸福梦想。

古格王朝遗址。瞿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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