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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圆坐绿他不断熙得实实在在的臧效

·看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中的自然资源改革发展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治理改造

昔日矿坑今朝公园

P25信息互联让不动产登记更贴心／P40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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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8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

统，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自治区各项事业取得辉
煌成就，雪域高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了191倍，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

公路通车里程达9 74万公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17286元，贫困发生率降至8％以下，自然保护区
面积占西藏国土面积的34 35％⋯ 沧桑巨变中，西

藏ft然资源工作的改革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章

节。

年长的人，或许还记得，1960年版五元人民币

的背面图案，是一台大电镐正在工地作业的场景。
这工地，便是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如今，电镐

静静矗立在矿山广场中间，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昔日
亚洲最大露天煤矿的辉煌，也见证着它从地球伤疤
到生态公园的涅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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