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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打造河畅水清岸绿美景
本报拉萨 12 月 28 日讯（记者 王

超）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

截至目前，我区清理非法占用河道岸

线 42.44 公里、清理非法采砂点 41 个、

清理非法砂石量 481.49 万立方米、清

理 建 筑 和 生 活 垃 圾 23999 吨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8415 平 方 米 、清 除 围 堤 5.6 公

里，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取得明显

成效。

据了解，2019 年，自治区水利厅把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作为河长制湖

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第一抓手，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

三年整治行动计划相结合，统筹推进、

狠抓落实。各市地以县（区）为单元开

展地毯式排查，全面细致调查摸底、全

面查清河湖“四乱”问题，建立问题及

整改台账，对照台账开展集中整治，整

治一处、销号一处。截至 11 月底，全区

共排查台账内“四乱”问题 555 个，整改

销号 555 个，整改率 100%。排查台账

外“四乱”问题 771 个，整改销号 768 个，

整改率达 99%。

“各级河长办加强日常监督，对发

现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问题做

到边查边改，有效遏制了我区河湖‘四

乱’现象，群众护河意识明显提高，河

湖 面 貌 显 著 改 善 ，着 力 打 造 河 畅 、水

清、岸绿的生态美景。”自治区水利厅

厅长孙献忠告诉记者。

本报拉萨 12月 28日讯（记者 王雨霏）第二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市地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把抓好主题教育作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和具

体体现，在推进全区发展稳定生态三件大事的重大

考验中砥砺初心、践行使命。

坚持把主题教育与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结合

起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主题教育中，

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

实 新 发 展 理 念 ，以 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为 主

线，以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根本方法，大力实

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

的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积极

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促进高质量发展。林芝市围绕建设生态旅游

市和全域旅游示范市，认真落实“冬游西藏·共享

地球第三极”系列优惠政策，开展“冬季稳市场促

旅游惠民生”活动，各试点商户营业额累计达到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38%，实现旅游市场“旺季更

旺、淡季不淡”。

（下转第二版）

我区结合实际持续抓实主题教育

紧盯百姓关切 实干提升成效

牦牛，被称为“高原之舟”，是我区

的特色畜种，养殖历史悠久，品种优势

明显，经济和生态价值高。作为全国五

大牧区之一的西藏，草畜矛盾突出。畜

牧业规模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的矛

盾长期存在，这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

要因素。

拉萨市如何破解这一发展制约因

素？“牦牛育肥是体现牦牛养殖经济效

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牦牛产业最

重要的抓手之一，既有利于畜群结构调

整，缓解草地生产压力，保护草原生态

环 境 ，又 有 利 于 提 升 牦 牛 产 业 发 展 效

益，促进农牧民增收。”拉萨市副市长扎

西白珍说道。

2017 年以来，拉萨市按照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加快牦牛产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促进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

收的决策部署，坚持“南草北运、北牛南

育、科学养殖、抱团发展、内外互补”的

发展思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农牧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畜牧业生产

发展方式，持续推进牦牛育肥工作，着

力促进牦牛产业提质增效和牧民群众

脱贫致富。

育肥大幅度提升出栏率

临近“三大节日”，老百姓对牦牛肉

的需求量猛增，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年

货，热热闹闹过新年。

12 月 16 日—21 日，2019 年拉萨市

牦牛肉惠民上市活动顺利举办，累计销

售 35 万斤来自拉萨市当雄县、达孜区、

林周县等 5 个县（区）的优质牦牛肉。记

者在销售现场看到，每日前来购买牦牛

肉的群众在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小商

贩们也嗅到了商机——在一旁切割牛

肉。市民买完牛肉后就地切割成长条

状方便做风干肉等食物，为新年来临提

前备好年货。

“今年是拉萨市第 3 次举办牦牛肉

惠民上市活动，销售量较去年增加近 20

万斤，真正体现了牦牛育肥经济效益，

切实让利于群众，满足群众对本地优质

牦牛肉的需求，同时又帮助解决了牧民

群众牦牛肉销售难的问题。”拉萨市农

村农业局畜牧科科长文海在现场介绍。

一年来，拉萨市牦牛育肥县（区）主

要采取集中放牧育肥、半舍饲育肥和全

舍饲育肥 3 种育肥方式，加大牦牛出栏

力度，提升本地牦牛肉的供给能力。“今

年，拉萨市按照‘牧区繁育、农区育肥、

南草北调、北畜南移 ’的产业总体发展

思路，在当雄县、达孜区、林周县、墨竹

工卡县、尼木县 5 个县（区）采取企业、专

合组织、家庭牧场、散户等多种模式，加

大牦牛规模化育肥力度，全力促进牦牛

产业提质增效，助力脱贫成效巩固，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拉萨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郭万军介绍。

据统计，2017 年，拉萨市牦牛出栏

8000 余头；2019 年，全市计划育肥出栏

1.7 万头。截至 12 月中旬，全市育肥出

栏共计 1.52万余头。

各县区因地制宜抓发展

为确保牦牛育肥工作顺利开展，拉

萨市、县两级分别成立了以政府分管领

导为组长，农业农村、财政、发改、环保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牦牛产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完

善协调机制，做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

人员到位、责任到位，确保牦牛产业政

策与项目落地，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推

进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市牦牛育肥工作

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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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加大牦牛规模化育肥力度推动产业升级—

牧 业 增 效 牧 民 增 收
本报记者 裴聪

本报拉萨12月28日讯（记者 李梅英）12月 26日

至 27 日，自治区党委九届七次全会暨区党委经济工

作会议在拉萨举行。会议召开后立即在我区社会各

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会议的召开为我区

今后的发展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提振了信心，将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信心决心，将激励广大干部群

众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边稳藏的实际行动，谱写

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区党委党校（自治区行政学院）区情研究中心

副主任谢会时说：“会议节点非常特殊、主题非常鲜

明、意义非常重大，进一步指明了在西藏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需要把握的关键环节和前进方

向。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党校职能作用，扎实做好专

题研讨班、社会宣讲、课题调研等活动，以实干实效

推动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院长尼玛扎西说：“聆听会

议后，感到会议精神始终贯穿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治理理念和以治边稳藏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建设的

顶层谋划。我们更加坚定了打造地球第三极特色

农产品品牌的决心和信心，将进一步推动特色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依靠科技进步把西藏的特色

生物资源开发好、利用好，通过特色农牧业发展推

动我区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产业兴旺。”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党委书记达娃说：“会议

审议通过《实施意见》，对我区全面贯彻落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目前，玉麦边境小康示范村

建设基本完成，今年玉麦乡人均收入达 2.7 万多元。

作为基层干部，我将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会议精

神，力争学懂弄通做实、入脑入心，进一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马菁林说：“这次会议是我

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次谋划布局、引领未

来 的 会 议 ，会 议 上 所 作 的 报 告 令 人 鼓 舞 、催 人 奋

进。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作为发改系统来说，将把会上提出的‘六

稳’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不

断深化改革，力抓稳投资、稳金融、稳就业，扎实做

好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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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比如县达塘乡森塘村坐落

在娜拉雪山脚下，蓝天映照之下，家家

户户房顶上红旗招展。其中有一家房

顶上挂了六面国旗，这勾起了记者的疑

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远近闻名的

“国旗老人”杰才的家。

戴一副黑框眼镜，声音稍微有些沙

哑，初见杰才老人时，他给记者留下的是

这样的印象。问及为何要挂六面国旗

时，已经是森塘村“四讲四爱”宣讲员的

杰才老人情绪一下子变得很激动：“我要

感谢党给我的恩情！”

共产党给了我新生

今年 92岁的杰才，在西藏和平解放

前，一家 8口住在一顶黑帐篷里，整天饿

着肚子，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当时家

里最宝贵的东西是一个破旧的小木箱，

因为里面放着一点炒熟的青稞。每天

母亲刮出一小碗，然后立马就锁起来，

全家人就靠着这一小碗青稞熬成的糊

糊过活。“饿啊，当时整天心里想的就是

能吃饱。谁能让我吃上饱饭，谁就是我

的大恩人！”

“后来因为交不起税，帐篷被土司

没收了。我们捡石头垒起来一个破房

子，一家人都挤在里面。”老人回忆起当

时的生活情景，眼眶湿润。

直到 1959 年民主改革的到来。“感

谢共产党！”杰才老人不停地重复着，

“共产党来了之后，我分到了土地、有了

牛羊，我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过活，真正

站起来了！共产党来了没饥寒，让我们

当家作主！”老人一字一句地讲述着，严

肃而庄重。

六面国旗飘扬屋顶

民 主 改 革 后 ，特 别 是 改 革 开 放 以

来，杰才一家的生活更加富足。

“日子越过越好，心里有股子冲劲，

想要感谢党和国家。”

“当时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国旗是

国家的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

了伟大的祖国，我们一直在享受党的恩

情，悬挂国旗就是感党恩！”杰才老人语

言朴实，情感真挚。据老人回忆，他第一

次悬挂国旗距今已经有 30年了。

“他是比如县群众主动悬挂国旗的

第一人。”森塘村党支部书记珠拉在一

旁补充道。听了这话，杰才老人冲记者

笑了笑，神情里满是骄傲。

记者问起杰才老人的房顶为何悬

挂了六面国旗。老人介绍说，比如县处

在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刚开始挂国旗的

时候并不那么顺利。

“刚开始，我挂在房顶上的国旗偶

尔会被人偷走。”虽然时隔多年，杰才老

人仍愤慨无比。

“我一定要让国旗高高地飘起来，

让所有人都感谢党的恩情！那时候坏

人偷一面，我就挂两面，挂的一定要比

他们偷的多，坚决不向他们屈服！”从此

国旗在杰才老人的房顶上一直飘扬着，

从一面到六面，而杰才也成了远近闻名

的“国旗老人”。

（下转第二版）

杰 才 老 人 的 国 旗 情
本报记者 唐启胜

据新华社拉萨 12月 28日电（记者 春拉）记者从西藏自

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获悉，青藏科考队近期对西藏东南部一

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开展局部考古发掘时，首次在该地区

发现了麦类、粟类等混合农作物。

立 定 遗 址 位 于 西 藏 林 芝 市 尼 洋 河 和 雅 鲁 藏 布 江 交 汇

处。在 2018 年 11 月开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期

间，该遗址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

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藏东南人类活动遗迹及生存环境

调查队发现。经初步确定，该遗址为公元前两千纪时期，属

于西藏东南部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今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了正式的考古

发掘。目前已发现两道石墙，一条西北、东南向水沟，出土了

陶器残片、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针等遗物。遗址发掘过程

中，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人员采集了大量土样和

木炭，将在后期实验室工作中进行系统的古环境 DNA、植物

考古、动物考古，以及遗址年代方面的研究。

西藏自治区文物研究所考古专家、联合考古队队员何伟

说：“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为西藏东南部史前遗址和考

古学文化面貌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为讨论西藏史前

社会生业模式、农作物的扩散与东西方交流、区域考古学文

化的时空框架，以及史前时期西藏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等问

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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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2 月 28 日讯（崔金凤

记者 王菲）28 日 12 时，随着拜珍特大

桥的最后一片 T 梁稳稳地架设到桥台

上，标志着拉林铁路拉萨端的架梁任

务圆满完成。

拜珍特大桥位于山南市桑日县境

内，全长 2771 米，由 84 孔 32 米简支 T

梁组成，是桑日车站开往林芝方向的

第一座特大桥，也是拉萨铺架口的最

后一座大桥。此次拜珍特大桥的架设

完成，也意味着拉林铁路拉萨端的铺

架施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中铁十一局三公司承担着拉林铁

路全线 399.61 公里的正线铺轨和 1814

孔 T 梁预制及架设任务。该铁路全线

16 次跨越雅鲁藏布江，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环境恶劣，桥隧比高达 75%。自

2018 年 10 月正式铺架以来，参建全体

员工筑起了“海拔高，精神更高”的新

时代精神高地，克服了高原缺氧、紫外

线强、风沙猛烈、昼夜温差大等困难，

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截至目

前，拉林铁路已完成 124 公里的正线铺

轨和 1497孔的架梁任务。

图为拜珍特大桥最后架设施工。

崔金凤 本报记者 王菲 摄

拉林铁路拉萨端架梁任务圆满完成拉林铁路拉萨端架梁任务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