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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悠闲觅食、藏野驴奔腾跳跃、雪豹“单枪匹

马”孤独行走、野狼却成群结队“狼多势众”……

这里是平均海拔 4700 米的羌塘草原，野生动物生

长的地方。

羌塘草原位于西藏北部，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

状态。保存完整的、独特的高寒生态系统，孕育了一

座生物多样性宝库，野生动物种类繁多。除了藏羚

羊、野牦牛、藏野驴，这里还栖息着雪豹、黑颈鹤、狼、

秃鹰、棕熊等野生动物，共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21种。

入夏时分，又到了藏羚羊产崽、迁徙的季节。成

群结队的藏羚羊寻找着适宜的“产房”，共赴一场“生

命之约”。它们时而在草地上漫步，时而排成一列，沿

着山脊线，翻过群山，消失在视线尽头。向“高原精

灵”敞开怀抱的羌塘草原，不久后将见证更多新生命

的诞生。

而星罗棋布的湖泊，则成了斑头雁、红嘴鸥、黑颈

鹤等鸟类的“度假圣地”。冬季，它们大多在较为温暖

的河谷地带过冬，夏季又翻山越岭来到羌塘草原，在

湖泊中觅食繁衍。藏北高原空气纯净、环境安宁，是

候鸟们夏季生活的最佳地点。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基础。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

“呵护自然人人有责”，强调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

建设，目前西藏生态系统整体稳定，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截至目前西藏野牦牛数量

达 4 万多头，比 2003 年增加了约 2.5 万头；藏羚羊数量

由 8 万只增加至现在的 20 多万只，藏野驴由 5 万头增

加到约 9 万头，新发现珍稀野生动物 5 种，过去被认为

已灭绝的西藏马鹿种群已恢复并突破 1 万只，棕熊、

狼、沙狐等野生动物数量也有明显增加。

野生动物自由自在栖息繁衍的背后，是人们的精

心守护。

在位于羌塘草原的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次成塔青的身份是野生动物保护员。他定期在保护

区巡逻，密切关注野生动物生存状况，并详细记录发现

野生动物的地点、时间，种群的数量及性别等情况，为野

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宝贵的一手数据。

在藏羚羊的交配期，公羊经常为争夺交配权“大

打出手”。次成塔青如发现受伤的藏羚羊，会为它们

提供救助，伤势重的还需带到救助站，待康复后再放

归自然。

目前，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 780 名藏北

牧民群众成为专业管护员，投身于守护高原生灵的事

业中。

而在整个西藏范围内，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数

据显示，已累计投入 122 亿余元推进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与建设，5 个市（地）和 3 个县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47%，陆生野生动

物种类达 1072种。

“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高原生物多样性得到了

有效保护。”西藏大学生态学教授、生态学科带头人拉

琼说。

每当在草原上与藏羚羊群邂逅，次成塔青驻足望

着“高原精灵”澄澈的双眸、矫健的身姿，都会感受到

蓬勃的生命力量。他说：“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野

生动物，也是在守护人类自己的家园和生命。”

（据新华社拉萨电）

这 里 是 羌 塘 草 原
—探秘西藏北部的“野生动物乐园”
新华社记者 翟永冠 张兆基 田金文 格桑朗杰

“这个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日前，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拉巴平措告诉

记者，“我只是抓住了机遇，没有党的好政

策，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没有

全村人的齐心协力，就没有我施展的空间

和舞台。”自 2011 年担任位于边境的亚东

县堆纳乡古汝村村干部以来，拉巴平措在

基层党建引领、合作社发展、边境小康村

建设、疫情防控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

献，深受群众好评。现在，拉巴平措调任

亚东县庞达村党支部书记，继续扛起组织

的重托和群众的期盼，矢志不渝将忠诚坚

定的理想信念、为民奉献的家国情怀、敢

于担当的进取精神镌刻在这片边境沃土。

2011年，拉巴平措被群众投票选举为古

汝村党支部委员，2017年，他高票当选为古

汝村党支部书记。担任村干部以前，拉巴平

措就经常带着乡亲一起外出打工，改善乡亲

的生活条件。被问到担任村干部的初心时，

他说：“群众相信我，才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

我，做了这个村干部，就要对得起大家的信

任，带领大家永远跟党走，过上好日子。”

“要当好人民的好干部，关键还是要带

领群众致富。”2016年，依托亚东县委、县政

府发展特色产业的相关政策，古汝村结合实

际，成立亚东堆纳卡吉岗巴羊养殖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拉巴平措担任合作社理事长。

“各家无规划放牧对草场破坏大，村

民惜杀惜售的观念严重，阻碍着牧业的可

持续发展，由粗放经营到集约化生产是必

由之路。”面对周围群众的观望态度，拉巴

平措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走村入户，挨家

挨户做思想工作。同时，拉巴平措带头把

家里所有的羊抵价入股，加入合作社，村

干部、党员也纷纷带头入股。渐渐地，所

有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

成立合作社后，古汝村通过适龄羊抵价

入股方式，将全村羊羔由合作社集中管理、

统一饲养、统一防疫、统一销售，彻底改变传

统“小”“散”的养殖方式，大大提升了养殖效

率和牲畜出栏率。2020年，合作社销售出栏

7500余只羊，实现收益500余万元。

同时，依托亚东县农业农村局人工种

草项目，合作社每年人工种草 1000 余亩，

亩产鲜草 800 斤，有效减轻了冬季牧场压

力，提高了岗巴羊抵御冬季严寒天气能

力，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合作社还培养

能养会养善养岗巴羊的村民对羊群进行

集中放养看护，每人每年发放 3.65 万元的

工资报酬。针对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古汝

村“两委”积极组织推荐村民参与各类工

程建设，实现转移就业务工创收。

村民占堆在加入合作社前，每月在家

里放几天羊，偶尔出去打几天零工，一家

五口年人均收入只有 3000 元。2017 年，占

堆将自家的 15 只羊羔抵价入股，专心外出

打工。“加入合作社省事又放心，我和妻子

都能腾开手去打工了。去年，我家年人均

纯收入达到 9000 元，今年我准备再将十几

只羊羔入股。”占堆笑着说。

乡亲住得好了，产业有了，怎么发展

壮大，怎样带领更多群众致富，一系列问

题摆在拉巴平措的面前。2019 年，亚东县

委、县政府推出了“1 帮 10”的发展计划，即

古汝村的亚东堆纳卡吉岗巴羊养殖合作社

为总社，分别建立堆纳乡堆纳村、多庆村、

莱贵村等 10 个分社。拉巴平措积极推动

各分社通过学习借鉴总社成功经验，在短

时间内规范合作社章程，并从总社选派经

验丰富、技术过硬的技术管理人员到分社

指导工作，最终使合作社“抱团发展”，形

成合力，不断壮大。

“组织需要我去哪，我就到哪去。”2020

年 12 月，拉巴平措被选派到庞达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庞达村是日喀则市亚东县下

亚东乡辖村，位于中国与印度、不丹三国交

界处。“有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有县委、县

政府的有效举措，我们庞达村干部群众一

定能够做好守边固边兴边各项工作，守护

好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创造更加美好

幸福的生活。”拉巴平措坚定地说。

扎 根 边 境 造 福 群 众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拉巴平措

郭瑞瑞 本报记者 汪纯

随着天气转暖，土豆播种也到了黄金时节。近

日，在日喀则市拉孜县拉孜镇夏杂村、拉龙村的田地

里，犁地、撒肥、开沟、下种、起垅，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们村有 130 来户村民，每家每户都要种土豆，

今年驻村工作队给我们带来了陇薯 10 马铃薯新品种，

看到种子，我们对今年的产量和品质非常有信心，希

望这些土豆能为夏杂村今后的产业发展锦上添花。”

夏杂村村委会主任旦增说。

在播种时，区农科院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合自身

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对切块催芽、开沟下种、播种

密度、播种深度、施肥种类及用量、覆土起垅等技术

挨 家 挨 户 进 行 仔 细 讲 解 ，进 行 技 术 培 训 ，使 村 民 们

基本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为后续土豆增收奠定

了基础。

“陇薯 10号生育期 110 天左右，单株结薯 3至 5个，

大中薯重率 90%以上。2020 年，在南木林县种植田间

长势旺盛，抗病和抗逆性较强，蒸煮食味优，其全粉产

品质量达到行业标准，价格比普通的土豆高，是带动

村民致富的新武器。”区农科院驻夏杂村工作队队长

高小丽介绍说。

青稞产业发展的兴旺首先要在种子上做文章。

驻村工作队为全面巩固夏杂村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

成 果 ，同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在 夏 杂 村 安 排 了

13-5171-7 青稞新品系 500 亩，5 月中旬开始集中连片

机播。

“2020 年，我们村开始小面积试种 13-5171-7 青

稞新品系，在上一批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提前 2 周播

种，熟的特别好，又不倒伏。藏青 2000 已经给我们带

来了福音，而 13-5171-7 比它还好，群众种植的积极

性特别高。”夏杂村党支部书记次旺久美介绍道。

区农科院驻拉龙村队长普布卓玛表示：“我们一

定不辱使命，发扬雪域农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好

良种增产增效关键核心技术，为促进夏杂村、拉龙村

农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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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5月 25日讯（记者 拉巴桑姆）记者日前从拉萨市堆龙

德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2021 年开局以来，堆龙德庆区持

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济运行延续去年下半

年以来的强劲恢复势头，一季度，堆龙德庆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势平

稳，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开局

良好，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亿元，同比增长 10%。

据悉，今年一季度，堆龙德庆区工业生产持续恢复，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5%，较上年同期提高 63.2 个百分点；消费和居

民收入高位增长，一季度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1亿元，同比增

长 24.6%，较上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23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63元，同比增长 16.7%；重点项目加快

开复工，全年计划确定实施的 184 个项目，开复工 92 个项目，总体开

复工率达 50%，其中续建 79 个项目，77 个项目复工，复工率 89.87%。

今年拉萨市 83个重点项目中涉及堆龙德庆区 11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9个项目，开复工率 81.81%。

本报拉萨5月25日讯（记者 次珍）

23 日，“童唱新时代 永远跟党走”优秀

原创少儿歌曲暨 2020-2021 年度西藏

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在拉

萨举行。

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文明委副主

任多吉次珠出席，并在活动前看望了

“新时代好少年”代表。

据了解，举办此次发布活动旨在讴

歌 70 年来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新西藏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我

区青少年儿童心向党、感恩党的时代风

采，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以“新时代好少

年”为榜样，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努力

成 长 为 担 当 民 族 复 兴 大 任 的 时 代 新

人。活动强调，全区广大青少年学生要

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练就过

硬本领，锤炼品德修养，从小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活动现场，演绎了 10 首优秀原创

少 儿 歌 曲 ，公 布 了 2020-2021 年 度 29

名 西 藏 自 治 区“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先 进

典型。

“童唱新时代 永远跟党走”优秀原创少儿歌曲

暨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活动举行
多吉次珠出席

本报狮泉河 5月 25日电（记者 洛

桑旦增 达珍 通讯员 王峻峰）近日，西

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

石家庄高新区举行，宣传西藏、推介阿

里 ，吸 引 河 北 企 业 拓 展 商 机 、共 谋 发

展，深化合作、实现共赢。

据了解，本次推介会由阿里地区

行政公署、河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主办，阿里地区发改委、石家庄高新区

承办，主要推介了阿里地区藏药厂、札

达县商业娱乐综合体等 28 个招商引资

项目，涉及高原生物产业、特色旅游文

化产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产业、现

代服务业和边贸物流产业等。通过本

次推介会，札达县与石家庄高新区、噶

尔县综合产业园区管理中心与阿里欧

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日土县与河北

乾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日土县与河

北藏云绒毛制品有限公司分别签约。

“我们计划与阿里地区进行深度合

作，建设药材种植基地。另外，计划在石

家庄设立阿里科技企业孵化中心，对一

些藏药企业进行孵化。”石家庄市藏诺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秀梅说。

自河北省援藏工作开展以来，不

断有河北企业到阿里地区投资兴业，

为 当 地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了 河 北 力

量，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阿里地区

初步形成了旅游业、畜牧业、矿产业、

建筑业、商贸物流业为主的五大特色

产 业 体 系 ，呈 现 出 开 放 包 容 、持 续 健

康、快速和谐的崭新局面。

阿里招商引资推介会在石家庄举行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6%

本报昌都 5月 25日电（记者 万慧 通讯员 杨龙洋）针对近期昌

都大风、大雨天气，风偏隐患尤为突出的情况，近日，国网昌都供电

公司组织输电运检中心人员首次使用无人机对 110 千伏昌恩线开展

线路全线巡视。

基于 110 千伏昌恩线海拔高、坡道险，巡视难等特点，国网昌都

供电公司提前规划、周密部署，利用无人机机身轻巧、灵活方便的优

势，对全长 7.8 千米的 110 千伏昌恩线进行了一次空中多维度、全方

位、无死角的巡视，重点对该线路导线、防震锤、耐张线夹、绝缘子进

行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记录在册，并合理制订整改计划，切实做到早

预防、早发现、早治理。

“无人机巡线有效提高了巡视的质量，弥补了传统人力巡视存

在死角的缺点，减少了巡视人员的巡视时间，大大提升了工作效

率。”负责本次巡视的主要负责人说。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

首次使用无人机开展线路全线巡视
本报拉萨 5月 25 日讯（记者 央金卓玛

实习生 芮怡星）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近日，拉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拉萨市旅游发展局、城

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拉萨市各大旅游购

物场所、旅游景点和古城区域开展了为期 3

天的专项整治工作。

据介绍，此次专项整治重点围绕食品安全、

价格、计量、消费维权领域开展全面检查。执法

人员对景区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是否具备经营

资质、是否建立购销台账、是否落实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进货查验、餐饮具清洗消毒是否规范、环

境卫生是否达标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我们主要强化规范旅游商品价格，严

厉打击不明码标价、虚假标价、虚构原价、误

导性价格标示、不履行价格承诺及各类扰乱

市场价格秩序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下一步，

我们将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不断加大监

管力度，重拳整治旅游市场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积极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放心、舒心

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市场科相关负责人说。

拉萨市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合 力 打 造 放 心 旅 游 消 费 环 境

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位于尼洋河及雅鲁藏布江的汇合点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位于尼洋河及雅鲁藏布江的汇合点，，靠近娘欧码头靠近娘欧码头，，苯日景区沿线苯日景区沿线，，距离林芝市和米林机场距离林芝市和米林机场 2020 多公里多公里，，有着美丽的尼洋河风光和田园有着美丽的尼洋河风光和田园

景色景色。。近年来近年来，，立定村立定村““两委两委””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广大群众吃上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广大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旅游饭”。”。20202020年立定村农村经济收入达年立定村农村经济收入达 651651..0707万元万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6666万元万元。。

图为初夏时节的苯日景区一角图为初夏时节的苯日景区一角。。 张淑萍张淑萍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