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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源 活 水 汩 汩 流 淌
—我区 2020年水利工作高质量发展回望
本报记者 李梅英

自治区水利厅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专题宣传

七市地“十三五”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收官

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全面完成

3 月的连续两个夜晚遭遇降雪，使拉

萨凌晨的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七度。

“距离下闸蓄水节点，就剩下最后 60

天了。”上午 6 点，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总

工程师李君一边赶往施工现场，一边说

道。

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计划在 3月 22日

完成的气盾坝第 14 仓的混凝土浇筑任务，

因为气温的原因不得不停止作业，调节闸

上 部 结 构 房 脚 手 架 的 搭 设 也 产 生 了 影

响。凌晨两点，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总工

程师李君看着漫天飞雪，有一丝担忧。

今年的 5 月 23 日，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纪念日，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作为拉

萨市的重点水利工程，将力争在 23 日前具

备下闸蓄水条件，为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

献礼。

增加设备、人员、优化施工工序，初步

解决了李君的担忧。

工期紧、制约条件多，拉萨河河势控

导工程自去年 5 月开始施工后，解决一个

困难，接着就会迎来一个新的挑战。

去年 7 月份迎来了全年雨水最多的季

节，连续的降雨过程，冲垮了用于挡水的

临时性围堰工程。工期紧汛期也不能停

止施工，为了防渗墙顺利开工，拉萨河河

势控导工程项目部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优

化施工工序，增加机械设备，再次进行了

临时性围堰的填筑。

2020 年 9 月，气盾坝上游段开工，混凝

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原本使用的商品混

凝土由于运输距离远、时间长，远远跟不

上施工需要，项目部决定自己组建混凝土

拌合站。但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在多方

协调下，中国水电基础局西藏分公司考虑

到项目实际情况，愿意出资解决当前的困

难，拌合站正式组织开建，混凝土量不足

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气盾坝上游段于今年

3月完工。

调节阀上游段完工、调节阀下游段完

工 、第 一 孔 气 盾 坝 闸 室 完 工 、鱼 道 完 工

……每一道工序完工，意味着离完成目标

距离越来越近。

为加快推进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工

期，如期实现“5·23”下闸蓄水目标，对项目

部 的 管 理 、协 调 、组 织 能 力 提 出 了 新 要

求。3 月 30 日上午，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

公司成立“5·23”目标工作推进组，进驻拉

萨河河势控导工程项目部，并召开“5·23”

目标推进专题会。将以最精干的管理力

量和一流的施工技术，有效解决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缩短工期。

“我们按照工期目标，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努力工作为美丽拉萨的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李君说。他身后的拉萨河河

势控导工程的施工建设现场，工地上泵车

林立，机械轰鸣，吊运中的钢筋纵横往来，

建筑工人们穿梭于脚手架之间。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确保 5 月 23 日具备下闸蓄水

条件！

兴水利除水患，保安澜惠民生，是水利

工作的重要使命。

过去的一年，我区坚持在水利建设、防

汛减灾、民生扶贫、河湖管理、水资源水生

态保护等工作中砥砺前行，更让水利项目

惠泽千家万户。

以党建为引领——
加快补齐突出短板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自治区水利厅组

织百名水利干部深入一线开展水利业务服

务工作。以加强水利业务指导服务，培养

基层水利业务人才，推动技术、人才、成果

等优势资源向行业一线聚集，打通水利业

务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增强基层水利自

我发展能力为目标，派出水利业务骨干 151

人，实现全区 7 个市地 74 个县（区）全覆盖，

服务人员人均一线服务时间 100 天以上。

作为巩固提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重要举措，受到群众好评。

去年一年，自治区水利厅以党建工作

为引领，切实强化思想理论武装，签订党建

责任书，制定廉政风险防控手册，完善水利

厅党组工作规则，扎实开展政治纪律教育

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聚焦统筹——
强化顶层设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一年多来，自治区水利厅坚持流域综

合规划先行，严守生态红线，加强生态保

护，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稳步推进

90 条河流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审批，截至目

前，50 条河流流域综合规划获得批复。加

快编制《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积极推进《西藏自治区水利基础设

施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等。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区水利重点项目

建设投资计划 52.66亿元。全年落实水利投

资 59.26 亿 元 ，为 计 划 落 实 投 资 的

112.53%。全区水利工程开复工 381 项，续

建项目复工 196 项，新建项目开工 185 项。

拉 洛 水 利 枢 纽 投 产 发 电 ，被 水 利 部 评 为

2020 年 全 国 最 有 影 响 力 十 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湘河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疫情期

间不停工，如期顺利截流。

聚焦民生——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人都吃不上水，牲畜和庄稼的用水更

没法保证，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也受到了很

大的影响，那会儿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能

早日用上自来水。”阿里地区普兰县仁贡村

阿岗组村民久美次仁说。

一年来，自治区水利厅贯彻落实自治

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关于“要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砸锅

卖铁也要把群众饮水问题解决好，这是对

我们是否做到‘两个维护’的检验，要带着

感情加快办”的重要批示精神，着力落实农

村饮水安全保障。

2020 年，全年落实投资 7.37 亿元，实施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工 程 2014 处 ，受 益 38.74 万

人。落实农村供水设施日常维修养护资金

2.58 亿 元 ，维 修 养 护 4696 处 农 村 供 水 工

程。全区近 90%县（区）完成了水费收缴制

度、方案、管理办法的制定等工作。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区水利系统

全面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三个责任”和“三

项制度”。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动态排查和

冲刺清零，深入排查季节性缺水、“冻管”、

饮水设施管护差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

账，压实地方责任，挂牌专项督办，确保问

题整改到位。同时，自治区水利厅还组织

相关部门赴吉林、青海两省，就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冬季防冻保暖技术措施及运行管理

工作进行考察学习，组织召开全区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与运行管护现场会

等，交流推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典型经验

和做法。我区农村饮水安全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 80.1%，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率达到

97.2%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人 口 普 及 率 达 到

100%，广大农牧民历史性告别了“下河背

水”“凿冰取水”，为确保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交出了让党中央放心、人民满意的水利答

卷。自治区水利厅农水处被党中央、国务

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

强化监管——
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无规矩不成方圆。

一年来，自治区水利厅聚焦生态建设，

完善水资源管护体制机制。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印发实施《西藏自

治区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西藏自治区关于

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和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施

方案》《关于推进全区高校节约用水工作的

实施意见》《西藏自治区工业领域节水型企

业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多措并举，形成全

社会共同推动节水工作新局面。

修订发布《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2019

年修订版）》，落实《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水

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施方案》，

在各类规划编制、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

管理等环节，严格执行用水定额。

根据我区机构改革“三定方案”，配合

生态环境厅完善区（中）直机关有关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严明水利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制定各年度水利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计划，压实水利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认

真落实水利生态环境保护各项职责。

高位推动——
进一步强化河湖管理保护
2020 年 7 月 30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吴

英杰主持召开自治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和自治区级河湖长会议，并与自

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共同

签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河长湖长履职尽责

的实施意见》第 1 号总河长令，高位推动自

治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目前，各级河湖长积极开展巡查调研

工作 6.2 万余人次，与青海省、四川省、云南

省签订合作协议，开展联合巡河巡查。

与此同时，我区全面开展河湖管理范

围 划 定 及 岸 线 保 护 与 利 用 规 划 编 制 工

作。协调 14 家央（国）企援助开展自治区

主要河流管理范围划定细化完善和岸线

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印发色林错、

扎日南木错、班公错河湖岸线规划。完成

60 个重点河段、敏感水域采砂规划编制工

作。

此外，我区水利部门还严格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和监管，印发《西藏自

治区涉河湖规划建设项目报送制度》，修订

《西藏自治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西藏自治区河湖管理监督检

查制度》，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

化，通过自查自纠等形式，新发现“四乱”问

题清理整治率 100%。阿里地区噶尔县入围

2020 年全国河湖长制工作拟激励 20 个市县

名单。

聚焦安全——
着力防范水旱灾害风险

全面落实防汛抗旱组织部署，编制印

发西藏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组建

方案，调整公布 2020 年全区大中型水库、

主要江河、各市地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先后组织召开全区水旱灾害工作会议、全

区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自治区防汛抗

旱应急指挥部视频会议等，全面安排部署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多渠道落实水利救

灾 资 金 8339 万 元 ，汛 前 全 面 完 成 2019 年

水毁工程修复任务。高度重视水库安全

度汛，着力做好超标洪水防御工作，全面

落实汛前检查。入汛以来，周密部署、积

极应对，有效防御怒江、帕隆藏布等江河

出现的历史极值洪水灾害，实现人员零伤

亡。

向向““55 •• 2323””目标发起最后冲刺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施工小记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施工小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梅英李梅英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丰收王丰收

图为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拉萨河河势控导工程（（滨河花园段滨河花园段））全景图全景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梅英李梅英 摄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3 月 22 日是第二十九届“世界水

日”，3 月 22 至 28 日为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近日，自治区水利

厅围绕“珍惜水、爱护水”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

约安全利用”主题，开展了上街宣讲及节水知识进校园等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

3 月 22 日，自治区水利厅组织厅系统干部职工收听收看了水

利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启动视频会议，对专题宣传工作进行

了全面安排部署。当天下午，区水利厅开展了以党和国家治水方

针政策、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知识、水法规及水土保持法等为主要

内容的宣传活动，活动共张贴节水宣传挂画 8 份，分发宣传材料

1000 余份、节水纪念品 300 余件，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水、

爱护水、节约水的良好风尚。

3 月 23 日，自治区水利厅和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联合开展

了“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节水宣传进学校活动，在校园内张贴了

节水宣传主题海报，为学生发放了《中小学节水知识读本》《水资

源知识 100 问》《公众节约用水行为指南》等宣传手册及节水文创

宣传品，并开展节水科普知识讲座，向在场学生传递了珍惜水资

源、爱护水资源的理念。同时，为巩固节水科普知识，围绕水资

源、水环境等内容设置了知识竞答环节，寓教于乐，教育学生牢固

树立节水意识，争做节水小卫士的宣传者、引领者。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

到，近日，全区 7 市地“十三五”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

作圆满收官。

经考核，“十三五”期间，我区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全面完成，

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措施扎实有力，全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十三五”规划目标提前超额完成，河湖长制全面落实，水

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进。

据悉，根据 2020 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部

署，自治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经请示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同意，于今年 1月份成立了 4个考核工

作组赴 7 市地开展现场复核，并结合自查报告审核情况，形成了考

核工作报告；2 月初，经自治区考核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通过

后，考核工作报告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2 月底，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表扬“十三五”期末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先进市

地的通报》，对拉萨、山南、昌都 3 市人民政府进行了通报表扬，同

时，在政府官网进行了公告；3 月初，自治区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向 7市地反馈了考核结果及问题清单，考核工作圆满收官。

图为自治区水利厅举行“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专题宣传活

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拉洛水利枢纽配套灌区

总干渠将择机通水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 通讯员 杨金华 王丰收）近日，拉洛

水利枢纽配套灌区总干渠通水安全鉴定会议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试验基地召开。

会上，由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南科院、河海大学、黄勘

院、西勘院等单位专家组成的通水安全鉴定专家组，听取了项目法

人、设计、监理、施工、第三方检测等单位的工作报告，并检查审阅

了工程建设资料。专家组组织 15 家参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自检

报告，并提出通水安全鉴定自检报告补充、修改意见。专家组分析

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情况以及对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性的

影响，对可能影响工程安全评价结论和下闸蓄水条件有关的问题

进行研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藏拉洛水利枢纽配

套灌区总干渠工程安全鉴定，将择机进行通水。

据悉，中国水电基础局承担了本次总干渠通水安全鉴定涉及

的德罗引水隧洞工程施工，德罗引水隧洞全长 7.5km，于 2020 年 11

月全面完成施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