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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日喀则，白云悠悠，万江

碧透，再配上层林尽染的山川河谷，宛

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画卷。

行走在日喀则市周边的蜿蜒村道

上，人们不仅能观赏道路两边质朴的藏

式房屋，看孩童在院子里嬉戏游玩，还

能在穿村而过的小河边踱步，看周边如

画的风景，享受静谧悠闲的时光。

长期以来，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

西藏”的殷殷嘱托，树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强化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以前所未

有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工作强度、惠

民广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体制机制完善，绿色发展态势良好、

生态工程扎实推进、环境治理更加有效，

把美丽乡愁深深留在每一位百姓的心

里。

明确工作任务提升环境质量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干净整洁

的客厅，桌上放着刚刚做好的午餐，老人

顿珠旺姆满脸笑容地坐在桌前。两年

前，顿珠旺姆搬迁到了达那答乡政府新

区易地扶贫搬迁点，住上了独家小院，客

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齐备，房前屋后花

草茂盛。不仅如此，周围的环境也是草

盛花香，有树有河，一年四季的景色十分

美丽。

日喀则市因地制宜，以建设和谐文

明幸福美丽日喀则为目标，扎实开展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双拥模

范城市、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城市建设工

作，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美丽日喀

则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实施生态珠

峰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和《关于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责任制的通知》等指导性意

见，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聚焦环境民生，日喀则市全力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突出沙尘、扬尘、

机动车、煨桑等污染控制，持续开展“散

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积极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完成了 18 个县

（区）29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和

21 个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21 项问题的

整改，全市主要河流、湖泊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 100%；落实了市政府与各县

（区）、各县（区）与土壤重点监管企业签

订目标责任书的工作机制，全市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全面完成，土壤

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坚持绿色发展加强生态保护

“近几年，村民们不但住上了新房

子，而且周边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们村很多户人家都准备开办家

庭旅馆，来迎接更多的游客。”亚东县

庞 达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桑 杰 多 吉 高 兴 地

说。

2016 年以来，日喀则市进一步加大

对湿地、土壤、水源等重点区域的保护

与建设力度，国家投资 3.4亿元实施了桑

珠孜区年楚河流域重要生态功能保护

区建设项目、日喀则市康马县生态功能

区保护工程、日喀则市生态监测站建设

项目等重点生态环保类项目 16 个。大

力实施“奋力建设美丽日喀则、筑牢生

态安全屏障”重大生态工程，生态建设

成效进一步凸显。

截至今年上半年，总投资 19.42 亿

元，共完成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 80.2 万

亩、森林抚育和治理沙化土地 156.7 万

亩、人工种草 40.2万亩、退牧还草休牧面

积 1270 万亩，全面落实生态补偿政策，

兑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3.64 亿元，草场

生态保护奖励资金 13.2 亿元，野生动物

肇事补偿 6479.53 万元，自然保护区管护

资金 1.346亿元，各族群众在生态环保中

获得更多“绿色红利”。

创新宣传形式强化环保理念

通过不断的教育宣传，社会的文明

程度逐渐得到提高。在市区次仁拉姆

的家里，记者见到她把垃圾按照类别整

整齐齐地摆放好，等待环卫工人上门收

取。“现在，我们周边的百姓都养成了不

乱扔垃圾的好习惯，垃圾分类的观念也

逐渐深入人心，我们都知道保护环境就

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次仁拉姆

感慨地说。

近 年 来 ，日 喀 则 市 牢 牢 抓 住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这 条 主 线 ，

创新宣传形式，用活用好“两微一端”

媒介，带动县、乡开展环保宣传，形成

层 层 作 为 、多 点 开 花 的 浓 厚 氛 围 。 创

新开展“保护年楚河，我们在行动”环

保志愿活动、“小手拉大手”校园环保

宣传活动、“绿色环保、低碳出行”骑行

活动、“环保宣传进企走工地”和“环保

设 施 公 众 开 放 日 活 动 ”等 一 系 列 丰 富

多 样 、形 式 新 颖 、主 题 鲜 明 的 宣 传 活

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

自 然 和 保 护 自 然 的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营

造 了 人 人 参 与 环 保 、人 人 支 持 环 保 的

良好态势。

多措并举之下，如今的日喀则市面

貌焕然一新，和从前相比截然不同。一

座座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房屋经过提

升整改后焕发出勃勃生机，蔚蓝清澈的

年楚河畔树木长势旺盛……这不仅让

周边的群众笑开了颜，更让远到而来的

游客流连忘返。

美 丽 家 园 入 画 来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本报拉萨讯（记者 史金茹）近年

来，改则县严格按照上级的部署要求，

认真抓好宣传教育、执法监管、疫病监

测等工作，加强濒危物种保护，推动自

然保护区管理和建设，促进野生动物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提 升 全 民

保护意识。改则县充分利用专业管

护人员巡逻、普法宣传教育以及“四

讲 四 爱 ”群 众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等 契 机

走 村 入 户 ，对 牧 民 群 众 积 极 开 展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律 法 规 宣 传 工 作 ；利

用 重 要 节 日 活 动 ，在 县 文 化 广 场 等

人员集中场所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

传 手 册 、悬 挂 相 关 宣 传 标 语 。 2017

年 至 今 年 上 半 年 ，改 则 县 举 办 野 生

动物宣传教育活动 30 余场，宣传涉

及 农 牧 民 群 众 9000 余 人 次 ，发 放 宣

传材料 1 万余份，进一步提升全民保

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主

动性。

积极开展各类培训加强林业队

伍建设。改则县每年对 23 个管理站

开 展 训 练 ，集 中 学 习 自 然 保 护 区 及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律 法 规 相 关 知 识 ，

对 野 生 动 物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草 原 蝗

虫灾害监测、案发现场保护、日常巡

护 监 管 工 作 等 内 容 进 行 培 训 ，提 升

管 护 员 法 律 意 识 ，加 强 野 保 员 工 作

职 责 。 同 时 ，制 定 改 则 县 羌 塘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站 职 责 、管 护 人

员职责、监测检查制度、财务管理制

度、安全生产制度、工作开展情况月

报 告 制 度 、考 核 奖 惩 办 法 等 七 项 制

度，从严管理管护站，确保野生动物

保 护 工 作 有 序 开 展 。 2017 年 以 来 ，

改 则 县 平 均 每 年 救 护 、放 生 野 生 动

物 50 多只，对保护区内存在的问题，

第 一 时 间 进 行 整 改 ，确 保 了 野 生 动

物栖息地的生态安全。

本报拉萨讯（记者 史金茹 郑璐）

近年来，米林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第六次、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以改善

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服务经济

发 展 为 主 线 ，不 断 加 大 环 保 工 作 力

度 ，持 续 开 展 城 乡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工

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

巩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模

式。米林县持续执行监督落实制度，

对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实 行 户 收 集 、村 集

中、县转运填埋的一体化模式，全县

已有 55 个村庄配备垃圾箱体、车辆及

垃 圾 转 运 站 ，解 决 了 垃 圾 堆 积 的 问

题。

加大资金及人员投入力度。米

林县每年投入资金 200 万余元，设置

环保战士生态岗位 117 人，对县城、乡

镇、村庄周边、公路沿线及公共厕所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生活垃圾清运

和环境卫生维护，并投入资金 50 万元

用于垃圾运输油料费，确保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

积极开展“厕所革命”。米林县

全 面 拆 除 露 天 厕 所 ，修 建 村 庄 公 共

厕所，实施农户无公害化厕所改造，

印 发《米 林 县“ 厕 所 革 命 ”公 厕 管 理

员考评制度》，将公共厕所的运维情

况纳入年度考核。截至今年 9 月，新

建 公 厕 34 座 ，旅 游 厕 所 13 座（其 中

移 动 式 公 厕 2 座），农 户 卫 生 厕 所

3878 户 ，全 县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达

86.6%。

开展美丽村庄清洁行动。米林

县实施村庄道路硬化，生活污水管网

建设，改造农家围墙、墙面和屋顶、大

门等小康村建设和民族特色美丽村

庄工程，覆盖率达 80%。编制完成行

政村规划 66 个，完成率 100%。并建

立覆盖城乡的人居环境管护机制，分

片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城乡

面貌焕然一新。

改则县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羌塘草原万物竞自由

米林县开展城乡公共环境综合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东南部，年楚河上游，有

一个美丽的村庄。村里树木丛生，庄稼连片，家

家户户国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这里就是距江孜县城 3 公里的东郊村。近年

来 ，东 郊 村 以“ 乡 风 文 明 行 动 ”为 载 体 ，突 出 村

（居）环境、村风民俗、生活方式、平安村庄和文化

惠民建设，全面打造文明和谐农村，先后荣获“西

藏自治区文明村镇”和“日喀则市文明村镇”等荣

誉称号。

东郊村党支部、驻村工作队始终把精神文明

建设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成立精神文

明建设行动小组，将全村 53 名党员、7 名村民组组

长、全部“双联户”户长分为 7 个精神文明建设行

动小组，进行分片管理、分片定责、分片推进，真

正形成了齐抓共管、责任明确、群众参与的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工作领导机制，确保了精神文

明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为精神

文明各项具体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2017 年“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启动

以来，东郊村开展集中宣讲、党员入户宣讲、群众

讨论等教育活动，全面提升群众健康意识，通过

树立正面典型与反面引导，全村控烟戒烟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就。在全村推行“环境卫生清理

日”制度，制订翔实的工作方案。划定卫生责任

区域，定时组织生态岗位人员、党员分组承包卫

生区域清理任务，实现全村全域无卫生死角。开

展“维护国旗尊严”活动，不断筑牢群众爱党爱国

意识，每年元旦、“3·28”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七·一”建党日及“十一”国庆节等节日，群众

坚持自觉开展国旗更换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和“四讲四爱”群

众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每到农闲、重大节日，村“两

委”联合驻村工作队积极组织开展“恩从何来、恩向

谁报”新旧西藏对比演讲比赛、“红色歌曲”大家唱

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等活动。通过宣讲教育与文

体活动有机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如今的东郊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追

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不断提升，乡风文明

建设成效显著，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加强。

村里 76 岁的老党员旦增罗布说：“现在村里雨天

不起泥，晴天不起土，几乎家家都有花有草，有房

有车，大伙每天干活也越来越有劲了。”

错那县勒布沟，层林叠翠、云雾缭

绕，景色十分美丽。坐落在景区内的勒

门巴民族乡，充满藏式风情的房屋建筑

林立路旁，干净整洁的道路两边种满了

花花草草，迎面而来的百姓也是笑靥如

花。

今 年 63 岁 的 古 如 ，是 勒 布 沟 里 土

生土长的人，对他而言，最喜欢的就是

坐 在 家 门 前 ，看 山 看 水 ，看 儿 孙 们 玩

耍。

眼 前 的 河 水 清 澈 如 玉 ，山 上 的 树

木葱葱茏茏。“家乡越来越美了！”古如

感慨道：“再往前数几年，这里的房子

都 是 破 旧 的 ，泥 泞 的 小 路 上 还 有 不 少

垃圾。”

经 过 房 屋 改 造 、道 路 修 建 以 及 村

（居）环境提升，如今的勒布沟里，水泥

路、柏油路代替了黄泥路，户厕改造、垃

圾污水集中处理，让空气中只留存着植

物的自然清香味，一批批富有特色的民

居也得到了修葺和保护。

家乡不再是以前的家乡，变得更让

人离不开了。

“以前，村子里的人想要致富就只

有走出大山去闯荡，但是现在，我们不

需要走出去，依靠着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就能给村子里带来金山银山。”勒门

巴民族乡勒村村委会副主任多布杰介

绍，近几年，利用乡村环境优美、文化底

蕴深厚的特点，村里大力发展起了文化

旅游产业和茶产业。每年春夏季节和

仓央嘉措情歌文化旅游节，就会有不少

游客前来赏玩，依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勒布沟的百姓家家吃上了“旅游

饭 ”，走 上 了“ 富 裕 路 ”，过 上 了“ 新 生

活”。

曾 经 是 茶 厂 理 事 长 的 古 如 ，如 今

退 休 在 家 也 开 起 了 商 店 和 旅 馆 。 他

说：“近几年的生活变化可大了，小康

村 建 设 让 我 们 住 上 了 新 房 子 ，享 受 到

了 便 利 的 医 疗 条 件 ，孩 子 们 也 能 就 近

就 便 上 学 了 。 2018 年 ，我 们 这 里 还 连

上 了 国 家 电 网 ，再 也 不 用 自 己 发 电

了 。 靠 着 旅 馆 和 商 店 ，每 年 还 能 给 家

里 带 来 好 几 万 的 收 入 ，日 子 过 得 是 越

来越惬意了。”

百姓富了，乡风文明了。“过去上山

砍 柴 ，随 手 乱 扔 垃 圾 的 坏 风 气 都 没 有

了。百姓们尝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甜头，恨不得林子里的树更多

一点，生态更好一点，这样才能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游玩。”多布杰的一番话，

讲出了许多百姓观念的转变。

如 今 的 勒 布 沟 ，实 现 了 从 生 态 资

源 到 生 态 资 本 、从 美 丽 乡 村 到 美 丽 经

济的转变，一幅生态宜居、充满生机、

人人向上的新农村景象展现在世人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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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心 协 力 共 话 幸 福 新 生 活
—山南市错那县勒门巴民族乡见闻

本报记者 史金茹

近年来，日喀则市因地制宜，聚焦环境民生，多方位多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建设和谐文明幸福美丽日喀则。通过不断整改，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治理，绿色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图为日喀则市老城区一角。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