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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拉萨 4月 28日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记

者从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 4 月 23 日，我区已

完成春播面积 62.53 万亩。化肥已到位 42892.55

吨，占全区需求总计划的 83.4%。计划需求农药 380

吨，已到位 172.27 吨，各地市包衣剂等春播用药已

筹备到位，其他药品正在有序调运中。积造农家肥

503.02 万吨。计划需求青稞种子 3371.73 万公斤，

已全部筹备到位。目前我区春耕备耕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

为切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我区于 2019年 10月

就开始筹备 2020 年全区农用物资，积极与区财政

厅、各地市农业农村局沟通协调，制定计划，印发《区

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化肥计划指标的通

知》，并下拨资金 3000万元用于各地市农药采购，加

快农用物资采购及调运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

早谋划春耕备耕工作，在春节前就印发《区农业农村

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农牧业工作主要目标任务的通

知》，明确农业生产各项指标任务；4月初召开《全区

农业农村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暨春管春耕、动物

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全区农业农村系统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蔬菜生产、春耕备耕等工作。同

时，印发《〈2020 年全区千名农牧科技人员深入一线

开展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组织全区 2600余名农

牧科技人员开展农牧业服务，深入农牧生产一线开

展点对点、面对面的农牧科技服务工作，把农牧业实

用技术、科技成果送到田间、牧场，助力农牧业生产，

打通农牧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今年我区已完成春播面积62.53万亩

随着天气回暖，我区进入了施工“黄金期”，

一大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复工，在高原大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华电西藏所属项目
抓续建提效能

塔吊忙碌运转、挖掘机轰鸣、重型卡车来回

穿梭，施工人员紧张有序地开展混凝土浇筑、金

属结构安装、机电设备预埋等各项工作，在华电

西藏所属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各作业面一片

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华电西藏所属项目是西藏在建规模最大的

内需电源项目，当前正全力推进大坝、厂房混凝

土浇筑和鱼道基础等关键线路施工，努力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确保 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之

际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22 年全部机组投入运

行。

华电西藏大古公司总经理晏国顺说：“公司

通过用工单位、监理单位、业主单位‘三重筛查’

防输入，按照‘先保关键线路，后推全面复工’的

思路，通过门对门、点对点包机包车‘两包服务’

全跟踪，安全有序组织 2200 余人返藏复工，复工

率达 100%，在稳投资、稳就业、稳预期中彰显了央

企担当。”

拉洛水利枢纽工程，是西藏水利史上投资最

大的项目，目前枢纽工程已完成 96%，预计 2020

年建成投入使用发挥效益。这一浩大水利工程

主要以灌溉为主，兼顾供水、发电和防洪，同时为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创造条件。

为圆满完成 2020 年全面收尾目标，拉洛水利

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控制性工期项目大坝及德

罗隧洞工程、那隆隧洞工程、贝琼隧洞工程未停

工。中国水电基础局拉洛项目部副经理李宝松

说，项目主体工程、全长 7520 米的德罗引水隧洞

已全线贯通，目前正进行永久性衬砌施工作业。

川藏铁路拉林段项目
抓突破提质量

川藏铁路拉林段开通运营，将结束藏东南地

区没有铁路的历史。随着全线 47 座 216.5 公里隧

道全部贯通，该段线路的按期开通运营也指日可

待。

拉林铁路藏木雅鲁藏布江特大桥位于加查

县，其主桥采用中承式提篮钢管混凝土拱，是当

今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铁路钢管混凝土拱桥。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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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4 月 28 日讯（记 者 王

菲）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区外

贸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5.41 亿 元 ，其 中 ，出

口 3.51 亿元，进口 1.9 亿元，贸易顺差

1.61 亿元。

一季度，我区一般贸易保持增长，

进口增速迅猛。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

2.41 亿元，增长 56.2%；进口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金属矿及矿砂等货物

较多，进口增速达 125.5%。尼泊尔依

然为我区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

场。对尼贸易总值 2.94亿元，占我区外

贸总值的 54.3%，对尼出口值占我区出

口总值的 82.3%。拉萨市继续领跑，日

喀则市增速较快。拉萨市以 4.46 亿元

的外贸值居于首位，占我区外贸总值

超 8 成；日喀则市外贸值 0.84 亿元，增

长 116%，增速最快。民营企业占据主

导，国有企业有所增长。我区民营企

业进出口总值 4.26亿元，占同期外贸总

值的 78.6%；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 1.08

亿元，增长 16.6%。

一季度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5.41亿元

海拔 4200 米的拉萨市尼木县聂玉

村乌米组，位于山峦叠嶂的荒滩间。当

记者进入村子时，却发现，这里田垄交

错，一片生机盎然。

在这片曾是荒滩的沙地上，尼木县

利用无土栽培种植了各类蔬果。一条

条有机基质槽均匀分布，一座座日光温

室拔地而起，是乌米组荒滩上一幅多姿

多彩的画卷。今年，这片土地上又种出

了车厘子。

走进尼木县巩固提升脱贫成效设

施农业——车厘子种植项目，到处都是

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在建设

的规模化温室大棚内，一簇簇粉白色的

车厘子花竞相开放，模样清新可人。伴

随着阵阵幽香，让人心旷神怡。

“以前主要做农活，现在我学会了

车厘子的种植技术，在这里干活风吹不

到、雨淋不着，一天还能挣 100块钱。我

要好好学种植技术，将来带领我们村更

多人靠技术增收致富。”大棚内，聂玉村

村民冲多拉姆底气十足。

“车厘子好吃，树难栽”。把适宜温

带气候的车厘子种植到西藏高海拔、高

寒地区，技术上属“高难度”，想吃到尼

木的车厘子可不容易。

为了确保车厘子的成活率，尼木县

不仅建设了智能温室，进行土壤改良，提

前一年试点种植，还从山东省寿光市请

来专家，对产业项目“点对点”干部和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教授车厘子种植技术。

目前，有 9 栋智能温室大棚种植了

从北京和山东寿光引进的车厘子树苗，

有美早、红灯、拉菲斯等多个品种，均属

大樱桃品种。

就这样，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

起早贪黑地精心呵护着每一棵树苗，一棵

棵车厘子苗木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在尼木县聂玉村的荒滩上开花结果。

目前，车厘子进入盛花期，置身于一

片花海的项目务工人员抢抓农时为果树

进行疏剪花枝、人工授粉，大家各司其职，

分工合作，一幅乡村劳作图美不胜收。

“我接触车厘子种植不久，还在不

断学习探索中，看到我们照料的车厘子

长势不错，加之有了去年试种成功的经

验，对现在的车厘子种植更加有信心，

老百姓能通过车厘子种植增加收入、提

高生活质量，我也更加觉得自己的工作

更加有意义了。”看到在自己的帮助下，

很多人富了“口袋”，更富了“脑袋”，项

目“点对点”干部德吉倍感喜悦地说。

尼木县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工作中，

在车厘子种植项目中引入设施农业发

展理念和现代化种管模式，为全县农业

产业调结构转方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拓宽贫困农牧民增收渠道建

立了示范体系。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5284.57 万

元（含二期），计划种植 3000 株车厘子

果树，项目完全运营年预计可实现收

入近 300 万元；预计可带动建档立卡贫

困户 54 户约 243 人直接增收，每户年

均增收 3000 元，让贫困户在产业发展

中获得实惠。

荒 滩 变 成“ 聚 宝 盆 ”
—尼木县发展设施农业助力脱贫攻坚见闻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本报拉萨 4月 28日讯（记者 潘璐 孙文娟）日前，记者

在位于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西藏首家医用一次性口

罩生产商西藏甘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企业第

一生产车间的口罩生产线已运营投产，满负荷状态下可日

产 10万只口罩。

记者在口罩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在

生产线上忙碌，随着原材料的不断投入，一只只医用口罩

不间断地从生产线上下来，再由工人在半自动设备上进行

耳带焊接，生产车间还有质检人员拿着工具对口罩的尺

寸、规格进行高频次抽检。包装好的口罩将进行紫外线消

毒。

车间副主任魏永峰告诉记者，作为西藏首家一次性

医用口罩生产商，公司于 2020 年 3 月成立，4 月 6 日正式投

入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截至目前，企业第一生产车间

的口罩生产线满负荷状态下可日产 10 万只口罩。预计在

本月底，第二生产车间建成并顺利投产后，12 台“一拖二”

全自动生产设备将 24 小时不停歇全力保生产。届时，将

日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100 万只、儿童口罩 12 万只、N95 口

罩 5 万只。未来，该企业还将生产医用防护服和护目镜等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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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4月 28 日讯（蒋翠莲 常

川 陈跃军）按照党中央部署，28 日，自治

区党委常委会利用一整天时间，召开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巡视工作和治边稳藏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总书记听取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汇

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着重从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全局高度，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

作全局高度，从坚决履行脱贫攻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的纪律全局高度，深刻

检视问题，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

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推动巡视“回头看”

整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区党委书记吴英杰主持会议并作总

结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成员洛桑江

村、齐扎拉、丁业现、庄严、张学杰、罗布

顿珠、旦科、姜杰、边巴扎西、何文浩、白

玛 旺 堆、刘 江、王 卫 东、陈 永 奇 参 加 会

议。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前，区党委常委同志针对专项巡

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扎实开展学习研

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召开务虚会、普遍开展谈心谈话、认

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主生活

会做了充分准备。

会议书面通报区党委常委班子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吴英杰首先代表区党委常委班子作

对照检查。随后，吴英杰带头，区党委常

委同志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发言，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深入学习

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

向，对标巡视“回头看”反馈的问题，开诚

布公、坦诚相见，从政治站位上找问题、

从思想认识上找原因、从责任担当上找

差距、从工作落实上找不足，达到了照镜

子、正衣冠、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增强

了问题整改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

动自觉，提升了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

吴英杰在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总书记始

终把脱贫攻坚放在心上、抓在手上，领导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总书记及时召

开一系列会议，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明确要

求，为我们抓好问题整改、巩固脱贫成果

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西

藏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中唯一

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始终得到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更

加坚定了我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

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上来，坚定坚决地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定力耐力，进一步强

化政治担当、压实政治责任，对标对表总

书记重要讲话，狠抓问题整改，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巩固脱贫成果各项工作，确

保脱贫攻坚成色足、可持续，确保与全国

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党中央和全

区 340多万各族群众兑现庄严承诺。

（下转第三版）

吴英杰在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坚定坚决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向党中央和各族群众兑现庄严承诺

洛桑江村齐扎拉丁业现庄严出席

总投资 6.6亿元的西藏“十三五”重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西藏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在完成新馆主体结

构全部封顶工作后，于今年 2 月底陆续复工。截至目前，已有 5 家参建单位的近 300 名建设者参与到了项目

室内装修和外幕墙施工中。

图为工人正在西藏博物馆顶层施工。 本报记者 晓勇 潘璐 摄
复工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