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書：西藏人口逾一成擁大學學歷
教育普及水平實現歷史性跨越 在校生總數超總人口四分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3月

28日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當日在西藏拉薩舉行《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

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新聞

發布會，介紹新時代以來西藏人權事業的全方位

進步和歷史性成就，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白皮

書指出，西藏人民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更充分的保

障。截至2024年，西藏共有各級各類學校3,618

所，教職工9.66萬名，在校生總數達到97萬人，

超過西藏總人口的1/4。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

據顯示，西藏全區常住人口為3,648,100人，每

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由 2010 年的

5,507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

「西藏民主改革真正把大家的人生還給了自己」
「西藏從民主改革前剝削

壓迫的不平等的民族關係，

轉變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

義民族關係，進入新時代以來，各族人民

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鑄牢。」中國

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楊曉純27

日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西藏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緊密，形成了各民族

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格局。

楊曉純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來，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關懷和全國各族人民的

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社會制度實現了歷史性跨

越，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有了制度保

障。民主改革廢除了黑暗落後、剝削壓迫

的封建農奴制度，為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奠

定了基礎。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標誌

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確立，實

現了西藏社會制度從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

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

跨越。

她說，曾經的農奴奴隸從此享有了平等

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自主管理本地區和本

民族事務的政治權利。1965年以來，西藏

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或副

主任由藏族公民擔任，自治區主席由藏族

公民擔任。

交通醫療飛速發展
33歲的次巴旺堆出生在日喀則市仁布縣

的小村子，他在距家5小時車程的日喀則市

區讀完初中，又以優異成績考到天津讀高

中，並在天津讀完大學，如今成為西藏社

會主義學院教師。西藏民主改革改變了所

有翻身農奴後代的人生軌跡，他說：「像

我一樣讀過大學的年輕人，現在村裏很普

遍了，以前還出過兩個博士。」

西藏交通的快速發展也讓次巴旺堆的家

鄉不再閉塞，他說：「記得小時候，要過

家門口的雅魯藏布江還要坐傳統的牛皮

船，後來老家旁邊修通了鐵路和高等級公

路，附近不少村民因基建工程生活富裕起

來。」

作為受益於西藏民主改革的年輕一代，

次巴旺堆認為，無論家鄉的發展還是個人

的變化，均得益於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真正把大家的人生還給

了自己。」憶起往昔，71歲的格桑旺姆不

禁感慨，「我是1954年出生，那時還沒民

主改革，想到小時候就是吃不飽飯的飢

餓。」

西藏民主改革後，她有了受教育的機

會，以工人身份進入到拉薩市人民醫院，

後來被培養成為一名護士，在拉薩市人民

醫院工作30多年，直至2002年退休。「這

30多年，拉薩市人民醫院飛速發展，最初

只有一個大科室，後來人才多了，專業的

設備也多了。現在更是方便得不行，手機

上就能預約掛號。」她說。

退休後，格桑旺姆的生活格外充實，在

當地老年大學學習藏文，日常喜歡閱讀歷

史文化類書籍，經常參加一些讀書會，彌

補退休前對於知識的渴望，平常也去社區

老年日間照料中心做志願者。她感嘆：

「誰能想到現在我們能過上這麼好的生

活」。 ●中新社

▲3月26日，格桑旺姆
在家中展示自己練習的
藏文作業。 中新社

◀拉薩市中心熱鬧街
景。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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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權利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嚴格保障：

●中共十八大以來，西藏進行的兩次縣、鄉換屆選舉
中，90%以上的選民參加了縣、鄉直接選舉，有些
地方參選率達到100%

●當前，西藏共有四級人大代表42,153名，藏族和其
他少數民族佔89.2%，與2016年換屆選舉相比，
2021年換屆選舉中增加縣鄉人大代表名額近6,500
名

●西藏自治區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共有428名代
表，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共280人，佔65.42%

●西藏共有25名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其
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17名，佔68%，門巴
族、珞巴族等人口較少民族也有自己的代表

表達權和監督權有效保障：

表達和監督渠道更加多樣化：
●西藏在辦好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的

同時，創建各種形式的網絡平台，不斷拓展公民的
表達渠道

民主監督更加全面：
●2018年至2024年，西藏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聽取
和審議相關工作報告199項，檢查59件（次）法律
法規的實施情況，組織開展調研146次，提出有關
意見建議1,296條

●組織在藏全國人大代表和自治區人大代表參與執法
檢查、專題調研和集中視察975人次，保障各族人
民合法權益得到維護和實現

●2018年至2024年，西藏自治區政協省級領導帶隊開
展專題監督檢查49次，發現並協調解決問題353個

宗教自由保障

●現有藏傳佛教宗教活動場所1,700多處，僧尼約4.6
萬人

●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眾約1.2萬人
●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餘人
●截至2024年，已有93位新轉世活佛得到批准認定，

活佛轉世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得到有效維護

特定群體權利保障

女性受教育水平顯著提升：

●義務教育階段性別差距基本消除，普通高等教育、
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中女性在校生比例均保
持在50%以上

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

●組織開展關愛服務質量提升三年行動，農村留守兒
童和困境兒童基本權益得到全面保障

智慧養老：

●2023年西藏首個市級養老服務質量指導中心正式投
用，中心以建立老年人信息數據庫為基礎，讓養老
變得更加智慧、便捷

促進殘疾人就業：

●制定促進殘疾人按比例就業、自主創業、殘疾人就
業保障金徵收管理使用、職業培訓、超比例安排殘
疾人就業獎勵等專項政策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港澳
藥械通」政策持續順利推進。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
局28日透露，「港澳藥械通」政策批准的品種數量
已累計97種，惠及灣區居民近萬人次。而全球首款
復色新藥「磷酸蘆可替尼乳膏」近日便在珠海市人
民醫院開出珠海首方。該藥膏是「港澳藥械通」政
策實行以來，經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准，獲批
落地首個治療白癜風的創新藥物。

批准品種增至97種 惠及灣區近萬人次
「根據『港澳藥械通』政策，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指定醫療機構經廣東省審批後，可使用臨床急需、
已在港澳上市的藥品，以及臨床急需、港澳公立醫
院已採購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性的醫療器
械。」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港澳藥械通」政策順利打通港澳使用的創新藥械
快速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臨床應用的通道，已累
計指定醫療機構45家，品種97種，其中藥品49

種、器械48種，惠及灣區居民近萬人次。
其中，經「港澳藥械通」引入珠海的「磷酸蘆可
替尼乳膏」，可用於12歲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患者
伴面部受累的非節段型白癜風的治療。數據顯示，
目前中國白癜風患病數1,400萬人左右，患者因病
徵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社交壓力。珠海市人民醫院藥
學部負責人羅玉鴻表示，磷酸蘆可替尼乳膏是全球
首個獲批用於治療白癜風的外用JAK抑制劑，推動
皮膚色素的恢復。
值得關注的是，珠海「大愛無疆」項目日前審核
並公布了「磷酸蘆可替尼乳膏」獲批符合費用補償
項目納入條件，意味着自今年3月起符合條件的被
保險人可以在珠海市人民醫院享受「港澳藥械通」
費用補償項目待遇。據悉，珠海市人民醫院作為珠
海市首家獲批「港澳藥械通」資質的指定醫療機
構，爭取推動國際前沿藥械快速准入，讓本地及周
邊患者可享受「港澳水平、內地落地」的服務，快
捷分享全球醫藥創新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鐵路昆明局
集團有限公司28日消息，中老鐵路自2021年12月3
日開通運營至今，累計開行旅客列車7.1萬列，發
送旅客超5,000萬人次。其中，全球112個國家和地
區的48萬餘名旅客搭乘中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跨境
旅行。
中老鐵路開通以來，旅客發送量持續增長，全線

單月旅客發送量由開通初期的60萬人次增至目前的
160萬人次。中國段日均開行客車從8列增至最高
86列，累計發送旅客4,115萬人次；老撾段日均開
行旅客列車由開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6列，普速
旅客列車擴編為10輛以上，累計發送旅客885萬人
次。
此外，昆明南至萬象、西雙版納至琅勃拉邦的中
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的跨境旅客席位由初期250個
增至目前390個，為旅客跨境旅遊、學習、經商等
提供極大便利。

今年以來，中老鐵路旅客出行保持旺盛需求。1
月1日至3月28日已累計發送旅客540萬人次，其
中跨境旅客8.2萬人次。

「港澳藥械通」引進白癜風新藥中老鐵路發送客量破5000萬人次

●3月28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新時代西藏
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圖為扎西宗鄉完全小學的學生在上科學課。 資料圖片

●《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
中新社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嘎瑪澤登在發布會說，今年
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3月28日是西藏百萬農

奴解放紀念日。66年前，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百萬農奴
翻身得解放，譜寫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世界人權進步史上
的光輝篇章。嘎瑪澤登表示，人權保障沒有完成時，只有
進行時。
白皮書除前言、結束語外，分為八個部分，分別是西藏

人權事業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全過程人民民主廣泛真實
管用、經濟社會權利保障水平全面提升、文化權利保障持
續加強、宗教信仰自由有力維護、環境權利保障充分有
效、特定群體權利平等保障、人權法治保障水平穩步提
升。

提高農牧民子女經費標準
白皮書在「經濟社會權利保障水平全面提升」部分指
出，西藏堅持以發展促人權，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
展理念，通過發展全面提升經濟社會權利保障水平，西藏
人民的適當生活水準權、受教育權、工作權、健康權、社
會保障權得到更充分保障。
白皮書提到，西藏教育保障水平不斷提升。西藏積極順
應各族人民對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期待，2012年以來，先後
11次提高對農牧民子女和城鎮困難家庭子女「包吃、包住、
包基本學習費用」經費標準，目前年生均標準達到5,620
元（人民幣，下同），含營養改善計劃資金1,000元。2014
年至2024年，西藏累計投入財政性教育經費3,022.5億元。
截至2024年，西藏共有各級各類學校3,618所，教職工9.66
萬名，在校生總數達到97萬人，超過西藏總人口的1/4。
2024年投入建設資金2.54億元，新建、改擴建幼兒園25所，
建立起了地（市）、縣、鄉、村四級學前教育公共服務網
絡，目前西藏共有2,474所幼兒園。

教育主要指標均達或超全國平均水平
白皮書介紹，西藏持續實施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優秀教師
定向培養計劃、中小學幼兒園教師國家級培訓計劃、職業
院校教師素質提升計劃、高海拔艱苦邊遠地區教師定向培
養計劃、鄉村教師支持培養計劃等，不斷提高教師隊伍整
體水平。
針對一些地區海拔極高、自然條件艱苦、人口居住極為
分散、上下學路途遙遠的情況，白皮書指出，西藏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採取與全國其他省區市
相同做法，部分學校提供寄宿服務，實行「包吃、包住、
包基本學習費用」政策。學生和家長自願選擇是否寄宿，
學生周末、節假日可以回家，家長參與寄宿生活的管理和
規劃，最大限度保障各族學生平等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權
利。
西藏教育普及水平也實現歷史性跨越。據白皮書介紹，
2012年起，西藏在全國率先實行15年公費教育。截至
2024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
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為
91.33%、97.86%、91.56%、57.81%，教育主要指標均達
到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
西藏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由2010年的5,507
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

●3月28日，中老鐵路第5,000萬名旅客孫怡薇
（前右三）與父母、乘務員及同車旅客在列車內合
影留念。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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