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3 要 闻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８日 星期一版面编辑/侯磊 刘欢

新华社广西梧州 3月 27 日电 27

日上午，东航坠机事故现场搜救人员发

现 MU5735 航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第

二部黑匣子）。至此，失事飞机两部黑匣

子均已找到。

27 日在“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

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第八场新

闻发布会上，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

任朱涛介绍，27 日 9 时 20 分左右，消防

救援人员在技术组指定的重点区域深度

搜寻，人工挖掘出一橙色圆柱状物体，现

场勘查的民航事故调查人员确认为第二

部黑匣子。

朱涛介绍，第二部黑匣子发现地点

为事故现场撞击点东侧山坡距主要撞

击点约 40 米、地表约 1.5 米土层下，目前

该记录器已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译码

工作。

民航局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介

绍，飞行数据记录器中的数据能够为事

故原因分析提供真实、客观的证据。后

期，调查人员需要把两部记录器的数据，

以及现场勘查的证据、空管雷达数据、机

组和空管单位的陆空通话、飞机与地面

的数据链传输信息、证人访谈等信息结

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才能更加客

观准确地分析事故的原因。

27 日，记者在搜救现场看到，几台

大 型 挖 掘 机 正 在 作 业 ，工 作 人 员 穿 着

防护服、佩戴口罩，在进行后续的搜寻

取 证 工 作 。 毛 延 峰 说 ，现 场 调 查 工 作

结 束 后 ，调 查 组 将 综 合 前 期 调 查 中 获

取 的 所 有 信 息 和 数 据 ，结 合 实 验 验 证

结论，进行充分分析和研判，揭示事故

发生的原因。

21 日，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执行

昆明—广州任务时，在广西梧州藤县上

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 123 人、机

组 人 员 9 人 。 26 日 晚“3·21”东 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

指挥部确认，东航 MU5735 航班机上人

员全部遇难。

东航坠毁客机两部黑匣子均已找到

新华社南宁 3 月 27 日电 3 月 27

日下午，“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

行事故遇难者集体哀悼活动在事发地搜

救现场举行，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国务

委员王勇参加哀悼活动。

27 日 14 时许，哀悼活动开始，全场

鸣笛，“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

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全体人员、事

故现场搜救人员等面向遇难飞机方向肃

穆而立，默哀三分钟，以此寄托对遇难者

的哀思。

地方政府和工作组协助遇难者家

属，在搜救现场、殡仪馆等地以多种形式

分散开展哀悼活动。

目前，指挥部仍在全力组织开展飞

机残骸、遗骸遗物和各类物证资料的搜

寻工作，继续做好各项善后处置工作，同

步开展事故调查。

“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现场举行哀悼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从

国家网信办获悉，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坠毁事故发生后，个别网民借此散播

网络谣言，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国家网

信办指导多家网站平台，对网上传播的关

于 MU5735的谣言进行溯源及处置。

据悉，腾讯、新浪微博、字节跳动、

快手、百度、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等

网站平台，对借东航客机坠毁事故造谣

传谣、散布阴谋论、调侃灾难等违法违

规信息和账号从快从严处置。截至目

前，共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 27.9 万余条，

其中谣言类信息 16.7 万余条，处置账号

2713 个，解散话题 1295 个。

国家网信办加强涉东航客机坠毁网络谣言溯源及处置

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孙

少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7日公布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

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 2月，全国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834起，批

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9100人（包括 2名省部

级干部、62名地厅级干部、616名县处级干

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46人。

根据通报，今年 2 月全国共查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909 起，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 4931 人。其中，查处“在

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

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

最多，查处 2529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

理 4277 人。

根据通报，今年 2 月全国共查处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2925 起，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 4169 人。其中，查处违规

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134 起，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534 起，违

规吃喝问题 584 起。

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834起

3 月的雪域高原，杨柳吐绿，又一个

春天如约而至。西藏各族群众穿上节

日的盛装，跳起欢快的锅庄舞，迎接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63 年前的春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一场以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为核心的民主改革在西藏全面展开，由

此开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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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新纪元。

63 载风雨兼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

里，喜获新生的西藏各族儿女矢志团结

奋斗，创造了社会制度伟大变革、历史

性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西藏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

向着全力推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阔步前行。

新纪元：雪域高原换了
人间

春到雅砻河谷，清新的泥土在犁耙

下翻滚，春耕再次唤醒山南市乃东区扎

西曲登社区沉睡的土地。这个旧西藏

贵族的庄园领地，如今已是 129 户普通

居民的家园。

历史的脚步行至 20 世纪中叶时，奴

隶 制 已 彻 底 为 现 代 文 明 社 会 所 抛 弃 。

而在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封建农奴制

度下戴着沉重枷锁。

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人民的

根本愿望。1959 年 3 月 10 日，以达赖为

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

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

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

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

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

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

翻身获得了解放。

人的解放，汇聚成时代之变。民主

改革后，国家在不同时期布局一大批事

关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

大项目。2021 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 2000 亿元，经济增速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前列。

2020 年 10 月，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际，西藏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截至 2019 年底，西藏 74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历代封建王朝都没做成的事，新

时代的共产党人干成了！西藏告别贫

困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

藏各族人民创造辉煌的有力见证。”西

藏 社 会 科 学 院 原 党 委 书 记 车 明 怀 说 ，

“西藏 60 多年的发展成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取得

跨越式发展成就的样本。”

63 载跨越发展，雪域高原早已换了

人间。

新篇章：民族团结之花
绽放高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

民族团结工作放在了西藏全局工作的

特殊位置，强调：“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

和着力点”；“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

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

的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救治西藏

唯一的新冠肺炎患者，多民族儿女组成

的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护队，留

下一段“一座医院、一个病人”的医者仁

心佳话。而西藏群众也从未忘记，在当

年西藏那曲遭遇特大雪灾等自然灾害

时，全国人民伸出援手，与雪域高原人

民共渡难关。

在 西 藏 ，人 们 像 爱 护 自 己 的 眼 睛

一样爱护民族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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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区创建的省

份；2021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 会 提 出 ，西 藏 将 多 措 并 举 确 保 所 有

地 市 成 为 全 国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示 范 地

市 ，所 有 县（区）建 成 自 治 区 级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县（区），区 地 县 创 建 本 级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模 范 单 位 占 比 达 到 80%

以上。

一系列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工作

的政策措施，不断构筑民族团结工作创

新和保障体系，让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故事在西藏持续上演。

新布局：优化结构推动
高质量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清 洁 能 源 是 西 藏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集 中 缩 影 。 近 年

来 ，西 藏 借 助 建 设 国 家 清 洁 能 源 接 续

基 地 的 契 机 ，打 造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 截

至 2020 年 ，清 洁 能 源 已 占 全 区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的 89.09% ，绿 色 发 展 格 局 正 在

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关心

和支持下，一批惠及民生、支撑国民经

济基础的重大工程，雨后春笋般涌现雪

域高原。在此基础上，文化旅游、现代

服务、高原生物、藏医药、高新数字等产

业逐步发展壮大，向着战略性新兴产业

方向迈进。

如今的西藏，建起涵盖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新增劳

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3.1 年；各

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不

断改善、社保体系不断完善，人均预期

寿命提高至 72.19 岁……

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斯朗尼玛表示，“十四五”时期，规划

投资 6015 亿元，将重点支持保障和改善

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特

色优势产业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助力西

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3 年风雨兼程，西藏已走上一条光

辉的发展之路。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道路上，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上，西藏必将创造新的历史，书写

新的未来。

（据新华社拉萨 3月 27日电 记者

罗布次仁、陈尚才、王琦、李键、王泽昊）

雪域高原沧桑巨变 高质量发展前程似锦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3周年发展成就综述

时值春日，在海南文昌的农田

里，板栗、地瓜、凤梨迎来丰收，人

们忙着采摘、挑拣、装箱，一片繁忙

景象。图为 3 月 26 日，工人在田间

采收地瓜。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伟 大 变 革

今年的 3 月 28 日，是西藏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解

放 63 周年。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广大农奴只是“除了自己的影子一无所有的奴隶”，

挣扎在生死边缘。直到 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国共产

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

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西藏开启了伟大历史新篇章。

63 载 跨 越 千 年 ，西 藏 翻 天 覆 地 变 化 ，铁 一 般 的

事 实 证 明 ：没 有 中 国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今 天 的 新 西

藏。民主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为西藏制定了许多优

惠政策，在不同时期布局一大批事关西藏长远发展

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大项目。从民主改革，到经济

建 设 ，到 对 口 援 藏 ，再 到 脱 贫 攻 坚 …… 一 次 次 重 大

决策，使自然条件严酷的西藏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和

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西藏各族群众感受

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伟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63 年过去，站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364 万多西藏儿女正凝聚起

笃定前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

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新时代新西藏笃定前

行的时代力量，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西藏一以贯之的关心和厚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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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擘

画宏伟蓝图，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

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63 年

来，“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忠实地记录下西藏取得的辉

煌发展成就：从凿冰取水到干净自来水，从人背畜驮到

立体交通，从“家家烧牛粪”到“绿电出高原”，从缺医少

药文盲多到学校医院遍布……如今的西藏人民，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笃定自信，“听党话，跟党走”成为高原人

民坚定的信仰。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关

键之年，做好西藏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只要将党的治藏方略落到

实处，西藏必将谱写好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华社拉萨3月 27日电 记者沈虹冰、陈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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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 27日发布数据显示，

1至 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

比增长 5.0%，增速较去年 12月份回升 0.8

个百分点。但当前国际国内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增多，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基础还不牢

固，持续提振工业经济运行仍需加力。

在工业生产加快、工业品出厂价格

同比涨幅较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工业

企业销售较快增长。统计数据显示，1

至 2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13.9%，高于去年 12 月份 1.6 个

百分点。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40

个行业收入同比增长。

前2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0%

“国民美食”沙县小吃自闽中山区出

发，从小作坊到大工厂，从提篮小卖到连

锁经营，从走进城市到走出国门。凭借对

“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

化”的探索，沙县小吃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小吃不小，闯出幸福
好味道

走进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俞

邦村，浓浓的烟火气迎面而来。村中千

年古樟树下，新鲜出炉的烙粑散发着艾

草的香气，漂在锅中的油饼发出“滋滋”

的响声，与捶打肉馅的声音一同“吆喝”

着。小吃街里，遍布着美味可口的沙县

小吃扁肉、拌面、蒸饺、炖汤……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在村

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走出山门，到福州

等地尝试经营沙县小吃。越来越多的村

民赚回了第一桶金，在家盖起了新房，俞

邦村也因此被称为“沙县小吃第一村”。

自此，沙县人开始大规模去往全国

各地经营小吃、开拓市场。

星光不负赶路人，沙县人用诚信、勤

奋和坚韧闯出了美好生活。沙县小吃已

带动就业 30万余人，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1997年的 2805元增长到 2021

年的近 24000元。“年收入二三十万”“村里

一栋楼，城里一套房”，说起小吃带来的变

化，沙县人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自豪。

敢闯敢拼的沙县人，将沙县小吃带

到了全国各地，也为沙县小吃的连锁化、

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当地人

致富的“制胜法宝”，又成为助推乡村振

兴的重要力量。

“千锤百炼”，成就民生
大产业

在沙县庙门扁肉第三代传承人王盛

滨的记忆中，曾经的沙县小吃，只是一门

养家糊口的手艺。

“小时候觉得开小吃店不够体面，现

在小吃成了产业，沙县人走出去别人都

竖大拇指。”王盛滨说。

近年来，沙县持之以恒培育“小吃大

产业”，依靠现代化创新手段，沙县小吃

“四大金刚”的制作方法均实现了升级：

扁肉可以依靠机器自动捶打，拌面用上

了自动捞面机，蒸饺来自中央厨房统一

制作和配送，炖罐汤可用半成品材料制

作。高强度劳动已成为历史，生产成本

大幅降低。

“以前手打三到四斤肉馅，要 50 多

分钟，现在用机器打馅，十分钟就能完

成，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肉馅的新鲜

度和韧劲。”王盛滨说。

2015 年，沙县正式成立沙县小吃集

团，采用现代餐饮的管理经营模式，统一

了商标、服装、店面装修和产品标准，并

逐步推广中央厨房生产模式。

去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 录 共 185

项，沙县小吃制作技艺上榜。

走出国门，引领风骚
再出发

近年来，三明市出台相关政策，从加

快推进“沙县小吃”国际商标注册工作、支

持沙县小吃集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

沙县小吃旅游文化节等多方面发力，帮助

沙县小吃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落户美国的第一家沙县小吃店营业

不到 3 小时即销售一空、日本东京的首

家沙县小吃店开业 5 小时销售收入超过

10000 元人民币、一条介绍沙县拌面的

海外网站视频获得 26 万观看和数万点

赞，沙县小吃这一“街头小店”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受到热捧，不少海外民众称赞

中国美食“极富创造性”“别具风味”。在

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

国美食、文化的窗口。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越来越多年

轻人加入到沙县小吃产业的队伍中来，

在“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

字化”的探索中，沙县小吃不断“破圈”，

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发展壮大。

（据新华社福州 3月 27日电 记者

赵雪彤、林凯）

从走出山门到走向世界——

沙县小吃的成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