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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蓝·地 绿·水 清
——拉萨市全面打响“三大”保卫战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导读

拉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生态文明思

想 为 指 导 ，大 力 实 施“ 环 境 立 市 ”战

略，以保持并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和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多措并举，

全力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切实营造天

蓝地绿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环境。

环境变优美 日子更红火
——驻达帕萨村工作队帮扶小记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2019 年，拉萨市空气质量有效监测天数

为 365 天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为 192 天 ，良 为

172 天，优良率 99.7%。7 个国控断面水质均

达到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达

标率为 100%；4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城中水系水质持续保持

良好，功能区噪声水平保持良好。

打好蓝天保卫战

在持续开展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工作中，

拉萨市对新、改、扩建 35 蒸吨以下供热及生

产燃煤锅炉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全市无新

增燃煤锅炉违规建设项目。

同 时 ，加 大 黄 标 车 及 老 旧 车 辆 淘 汰 力

度，拉萨市 2019 年共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2591 辆；开展了拉萨市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试

运行测试工作，建成并启用拉萨市机动车排

污监控平台，实现了全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数

据实时上传，确保了第一时间对异常数据进

行预警。

拉萨市现有公交车 528 辆，其中新能源

公交车 422 辆，占比 80%。现有出租车共计

1670 辆，全部为节能环保车辆；全市加油站

完成国六标准车用汽柴油置换、油气回收改

造。

在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

对全市城区内 42 家大型施工场地降尘、降噪

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对未落实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的 7 家施工单位，责令限期完成整改；

持续对市区各主、次干道进行洒水降尘作

业。截至目前，共出动洒水车 1.795 万趟次，

洒水量达 19.6861 万吨，平均每月每车洒水

97 趟次；城市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75%以上，堆

龙德庆区和达孜区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80%和

65%；开展对夜间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违规

现象的整治工作。

2019 年全市人工造林 40423.4 亩、封山

育 林 61800 亩 ，总 体 成 活 率 达 到 85%以 上 。

完成义务植树，巩固提升消除“无树村、无树

户”工作；农业农村部门在适宜县（区）落实

复种面积 3.55 万亩，安排落实冬播作物面积

5.857万亩，有效减少沙尘天气和农田扬尘。

打好净土保卫战

过去的一年，拉萨市在开展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调查中，完成 19 家工矿企业污染源和

历史遗留污染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现

场踏勘和信息采集工作，形成了全市土壤污

染重点行业企业清单。

为了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拉萨市政

府成立工作专班，并颁布实施《拉萨市城市

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已建立 36 个示范点，投

放四分类垃圾箱 100 个、分类桶 632 个，购置

分类运输车 7辆。

建设了一座生活垃圾分类展示厅和 3 座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运行正常，居民反

映良好；加强危险废物处置监督管理，多次

深入自治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检查危险废

物贮存、转移和处置等管控情况，及时排查

安全隐患，确保危险废物得到安全、有效、规

范处置。

2019 年，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安全处置危

废（医废）1487.52 吨；继续实施农药、化肥减

量行动，农药较上一年同比减少 4.3 吨；全市

开展农田残膜回收面积 20997.69 亩，回收残

膜 55 吨；推动农作物秸秆饲料化科学利用，

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巩固“禁

白”成果，加大监管力度，在宣传活动中发放

环保无纺布袋 7000 余个、宣传资料 5000 余

册、“禁白”宣传品（鼠标垫）2000件。

打好碧水保卫战

拉萨市每月对 4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进行例行监测，监测结果在市政府网站上定

期公示。同时，拉萨市对 4 个在用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进行了全指标分析监测。监测

结果显示，全市 4 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均达到或优于《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

准，水质达标率为 100%。

在推进河（湖）长制工作，针对乱占、乱建、

乱采、乱堆等群众关心的河（湖）突出问题，积极

开展“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出河（湖）

“四乱”问题 50 个，整改完成 50 个，整改率

100%；探索推行“市民河长制·守护母亲河”管

理保护机制，首批招募55名“市民河长”开展河

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设立西藏民间河长讲习

所，有效搭建起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桥

梁；开展全市河（湖）长制市级督察检查 10 余

次、县级督查32余次、乡级督查60余次，确保了

全市河（湖）长制各项工作的进度和质量；河

（湖）长履职责任进一步落实，市级河（湖）长累

计巡河 8人次、县级河（湖）长累计巡河 335人

次、乡镇级河（湖）长累计巡河 1065人次，有效

解决了涉河（湖）问题。

拉萨市组织市直单位、8 县（区）、4 个经

济功能园区集中开展“拉萨万人护河”主题

活动，参与群众上万人次，全力维护河（湖）日

常水环境；开展了全市黑臭水体排查治理和

日常监管；实施完成“太阳岛、仙足岛”“三河

一渠”东段和拉鲁湿地北侧截污工程建设；

推进拉萨河南岸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利用

工程、慈觉林污水主管及污水泵站建设项

目；督促各县（区）做好县城污水处理厂建设

工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

立绿色新发展理念，充分发

挥拉萨市职能作用，不断加

强生态环境工作，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致力让天

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土更

净、环境更优美。未来，要

让绿水青山成为《新常态》，

笔 者 认 为 拉 萨 市 应 在 以 下

几个方面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

要 严 格 环 境 执 法 监

管。加强对污水、垃圾、危

险（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的

环境监管，坚持日常执法与

专项执法相结合，采取突击

检查、夜间巡查等方式。并

继续开展“双随机”监管、未

纳入“双随机”监管频次，切

实 解 决 环 境 监 管 领 域 检 查

任性和执法不公、执法不严

问题。

要 强 化 环 境 信 访 调

处。严格执行“12369”环保

举报热线 24 小时值班制度，

着 力 解 决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环境信访投诉。2019年共受

理“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及

政府服务热线“12345”转办

案件共 331 起，处理率和办

结率达到 100%，做到了“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

要 严 格 执 行 环 境 准 入

制。凡不符合规划、国家产

业 政 策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法

律法规规定，对环境污染严

重、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的

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切实从

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格执行经办人、科

室负责人、分管领导、主管领导四级审查制度，涉及敏感

区的建设项目经局长办公会集体审议、审查决策，提高

科学决策水平。

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要正确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攻坚莫畏难、苦干能过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是场大仗、硬仗和苦仗，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

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咬紧牙关，用更多的绿水蓝天

为幸福“加码”，开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新局面。

在昌都，走一次荡气回肠的天路七十二拐，看一眼茶

马广场的残阳西斜，抚摸一次强巴林寺墙上的千年沧桑

……每一种体验都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邂逅。

除此之外，在昌都，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休闲度假的绝

佳去处——“康巴花都”。这里有原生态花海、草场、湿地，

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山青水秀、鸟语花香。

“康巴花都”位于类乌齐县桑多镇达日通村，在 214 国

道旁，交通便捷，距县城 8公里。

2019 年 11 月 13 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对 2019 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进行公示，类乌齐县桑多镇达日通村榜上

有名。

“别看我们村现在这么漂亮，要是放在以前，没一条干

净的路，到处散落着各种垃圾，风一吹就到处飘。村民的

着装也是邋里邋遢的，都没有人来我们村作客。近年来，

全乡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乡

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达日通村委会主任四朗

次旺感慨道。

近年来，类乌齐县政府投入 460 万元为达日通村成功

打造“康巴花都”生态旅游村，以藏家乐和帐篷营地为特

色，带动本村群众 81户 416人参与旅游经营管理，帮助贫困

群众 23户 89人增收致富。

“尝到了生态旅游带来的甜头，再加上我们的耐心讲解，

村民很快意识到乡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改善人

居环境的工作中来。每周五，我们所有的村民都要集体出动

开展清洁行动，对房屋、棚圈、公路、田间地块的垃圾进行清

理、转运、焚烧、填埋。此外，每天还会有 3—5名环保员轮流

负责村里的环境卫生，义务打扫卫生已成常态化。”达日通村

选派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扎西德宗介绍道。

为有效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建设美丽、清洁的农

村人居环境，达日通村在醒目的位置及群众聚集地张贴人

居环境整治宣传单，尤其在垃圾堆放点、收集地、收集池、

公厕等重点整治地以醒目的颜色标注宣传的内容，力求达

到约束和推广的目的。

达日通村“双联户”户长四郎尼玛积极带领村民参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还时常督促村民要讲究

卫生，爱护环境。“政府为我们打造了‘康巴花都’，给我们

提供了赚钱的好机会，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做不了什么

难事，但是打扫卫生又不是什么难事。我们村变干净了、

变漂亮了，才会有更多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玩，这样我们

才能有更多的收入。”

乡村变美了，游客变多了，发展机遇随之而来。达日

通村以“村党支部+农牧户”的组织模式组建并逐渐将“康

巴花都”度假村、牦牛养殖小区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依托本村的优势资源，大力实施类乌齐牦牛养殖小区和康

巴藏香猪养殖小区建设项目，通过高原特色养殖产业，促

进达日通村的产业发展。如今，达日通村的各项村集体经

济每年给全村带来收入累计达 180 余万元，人均增收 3200

余元。

“我们将继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将达日通村打

造成名副其实的‘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对于

未来，扎西德宗目标明

确，信心满满。

走进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达帕萨村，只见干

净的乡间小路一直延伸到村子深处，路边的排水沟干干净

净。随手推开一户人家门，院子里东西的摆放也是井井有

条。村子里的人都夸环境变美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

了。

这些变化得离不开驻达帕萨村工作队的帮扶。过

去 的 一 年 ，驻 村 工 作 队 以 实 际 行 动 投 入 到 这 场 大 整

治、大清扫中，着力发挥各项资源优势，提升村庄人居

环境，帮助村民把整个乡村打造成了一个美丽干净的

理想场所。

“ 刚 来 到 村 里 ，我 们 就 发 现 村 内 环 境 卫 生 整 治 工

作 进 展 缓 慢 ，环 保 设 施 短 缺 ，为 此 ，我 们 与 工 布 江 达

县 物 业 公 司 协 商 沟 通 ，为 村 里 解 决 了 4 个 垃 圾 桶 、1

个大型垃圾箱，总价值 1.2 万元。”驻村工作队队长旺

布告诉记者。

环保设备的解决让老百姓处理垃圾更为方便，屋顶

改造项目的实施更是为全村整洁的环境加分不少。

达帕萨村房屋是典型的工布建筑风格，屋顶坡度较

小，排水较慢，每到下雨时就会有漏雨现象。为提升群

众住房安全，驻村工作队发挥派出单位优势，投资 12 万

元，为 29户群众实施了屋顶改造项目。

村民们都拍手称好：“新屋顶坡度大、排水快、防水

性能好，有效解决了屋顶漏雨的问题。这下，我们住着

可就放心了。”

通过摸排走访，驻村工作队还发现，由于村内缺乏

资金，无法完成修建农田围栏任务，所以经常会有散养

牲畜踩踏啃食庄稼的现象发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驻村工作队迅速联系县农业农村局帮助解决围栏修建

材料，组织群众开展围栏修建工作，村内的 120 亩农田

得到了有效防护。

随着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持续推进，村庄环境明显

改善，受到了百姓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驻村工作

队乘势而上，一方面广泛宣传让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的精神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带头示范作

用，号召全村百姓争当整洁家园的爱护者。

人勤春来早，风正好扬帆。驻村工作队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工作成效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干群之

间深厚的情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提升。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去年，

昌都市边坝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是金

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大力实施藏东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

建设工程，切实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绿色文明发展路子。

坚定不移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边坝县以推进“两江四河”大面

积国土绿化工程为抓手，着力抓好江

河源头等重要生态区域以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积极实施重点生态区造林、退耕

还林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工程建设，完

成退耕还林 4000 亩、“两江四河”流域

造林 612 亩，开展消除“无树村、无树

户”造林活动，种植云杉、杨树、大果

圆柏、沙棘等 79.66万株。

坚 定 不 移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积极开展自治区级生态村、农村

饮用水源点保护申报工作及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扎实开展“三

整治、三提升”工作，投入 6080 万元，

建成乡镇垃圾填埋场 4 个、垃圾中转

站 2个；投入 196万元，用于县级集中式水源地保护设施建设；投

入 215 万元，对易地扶贫搬迁点环卫设施进行补充和完善。全

县生态村创建达到 29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 35%。

坚定不移规范开发建设活动。边坝县坚持规划先行，基本

完成了《边坝县“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边坝县土地利用规划》等的编制和核查工作。同时，以生态保

护红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为

基准，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项目空间、总量、

准入环境管理，专项开展“未批先建”清理整治，严厉查处项目

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生态破坏等违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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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了 乡 村 鼓 了 钱 袋
——昌都市类乌齐县桑多镇达日通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记

本报记者 周婷婷

为有效推进人居环境治理工作，

建设美丽、清洁的农村人居环境，拉

萨市堆龙德庆区积极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集中整治农村环境，取得了良

好成效。

图为达东村全貌。（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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