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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民生全面持续改善走上小康路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党的治藏方略，制定了一系列支

持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为做好西藏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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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西藏

实现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历史性消

除绝对贫困，与全国一道迈入小康社会。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自治区财政厅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

府决策部署，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中心工作，加

强财政资源统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十三五”期间，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重点

领域的支出占比达 80% 以上，年均增长 10% 以上。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自治区财政厅不断建立健

全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机制，牵头制定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10 余项政策制度、18 个方面具体

措施，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

入新格局，全力支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十三五”以

来，全区共投入脱贫攻坚整合资金 753.9 亿元，年均增

幅超过 10%，保障 74 个贫困县（区）摘帽，62.8 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26.6 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顺利入住，

11.1 万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连续被中央

确定为“综合评价好”。

教育事业实现新发展

严格按照教育支出“两个只增不减”要求，科学配

置财力资源，建立健全完善财政教育保障政策，从体制

上保障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教育支出年均增长 15%。实

现学前至高中阶段十五年教育“三包”、城镇困难家庭

子女助学金政策全覆盖，补助标准达到年生均 4500 元，

惠及 60 多万名学生。实现学前至高中阶段十五年免费

教育政策全覆盖，惠及 71 万多名学生。实现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义务教育阶段农牧民子女全覆盖，补助标准

达到年生均 800 元，惠及 43 万多名学生。落实乡镇教师

生活补贴制度，标准达到月人均 1500 元。完善教育脱贫

政策体系，支持推进教育脱贫攻坚，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子女本专科和研究生实行免费教育补助。此外，加大

资金投入，支持城乡藏汉双语幼儿园建设，改善办学条

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支持实施

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西藏教育进入了更加聚焦“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发展新阶段。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

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与

医疗救助、应急救助互为补充衔接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近 20%。推动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年人均 585

元，高于国家标准 35 元。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建设，建立村医岗位补贴制度，年人均补助达到

13200 元 ；按每村每年 1 万元的标准，支持村卫生室能

力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标准达到年人均

94.82 元，高于国家标准 20.82 元。全力支持公立医院改

革，提升医疗救治能力。支持西藏自治区医院、西藏藏

医药大学、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等重大民生项目建设。

支持重大疾病、地方病防治，包虫病防治取得阶段性

成就。支持城乡居民、在编僧尼免费体检，先心病儿童

和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救治，继续实施优生优育特殊

家庭特别扶助政策。大力推进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

作。支持藏医药事业发展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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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实现新提升

坚持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完善养老保险制

度，健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城乡居

民养老金标准从每人每月 140 元提高至 185 元，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位居全国前列。完成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年人均补助标准由 420 元提高至

585 元，实现先诊疗后结算、保障人口全覆盖、保险基

金收支平衡。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事业持续加强，困

难残疾人生活、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增长。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保尽保，标准分别提高至每

人每年 10164 元和 4713 元。各族人民享受了最全面、

最特殊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创业取得突破

坚持政府、社会、企业多渠道解决就业，鼓励高

校毕业生市场化就业，推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困难群体就业创业帮扶力度持续加大。全区城镇累计

新增就业 26.7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 以内。

“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63 亿元，自治

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更加充分，就业质量不断提

高。从就业创业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险补助、学费和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一次性创业启动支持、住房补贴、

交通补贴、见习补助等方面予以补助，支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支持培育创业投资机构、创新中小微企业、

“双创”示范基地，创办大学生“双创”企业 300 家。

文化科技体育事业展现新气象

紧扣文化科技体育重点领域持续发力，财政投入

年均增长 19.6%。大力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

支持图书馆、群艺馆、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站等

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按 60 万元标准安排县级民间

艺术团补助经费，按 5 万元标准安排村（居）文艺演出

队补助经费。出台文艺创作扶持与奖励管理办法，大

力扶持西藏题材文艺作品创作。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安排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10.6 亿元，促进农牧科

技研究成果转化。落实农牧民科技特派员生活补助政

2021 年 5 月，昌都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在上藏语课。晋美多吉  摄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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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在为聂拉木县亚来乡欧热村村民测量血压。张汝峰  摄   来源：新华社  

策。支持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建成投入使用。支持体

育事业发展，统筹彩票公益金等，支持群众体育活动

开展、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

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生态保护、

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力度。累计安排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 89.28 亿元，年均增长 19.5%。支持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

草，加强森林资源培育管护，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实

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及生态

脱贫岗位补助政策。支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建

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安排资金 18.19

亿元，支持实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支持实

施极高海拔地区农牧民生态搬迁工程，对迁入地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迁出地生态修复予以补助，推动

实现群众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局面

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与兴边并重，全面支持

边境地区建设，固边兴边取得突破。“十三五”期间，累

计安排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76.88 亿元，年均增长 15.2%，

比“十二五”时期增加 41.08 亿元，增长 114.7%。大力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盘活存量资金，加大有关专项资

金整合力度，累计统筹整合资金 166.25 亿元，支持边

境小康村建设，通过以工代赈促进边民增收。坚持财

力向边境地区倾斜，对边境县的转移支付年均比非边

境县高 20%。一二线边民补助从年人均 1700 元、1500

元提高到 6000 元、5400 元，分别增长 2.5 倍和 2.6 倍。

此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的交通等其他

民生事业迈向新台阶。74 个县区实现油路全覆盖，群

众“出行难”进一步缓解。拉林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

拉那、拉日高等级公路开工建设。支持实施以光伏发

电技术为支撑的“金太阳”示范工程，无电地区用电问

题逐步解决。高海拔供暖供氧建设试点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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