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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就 美 丽 生 态 画 卷
—拉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史金茹

行走在布达拉宫前的主街道上，花

团锦簇、绿树成荫，远处蓝天、白云相映

成趣……五月，拉萨迎来了一年中最美

好的时节。

良好的生态环境源于近年来拉萨

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目前，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

好，生态文明举措落地见效，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水生态保护让河流更清

碧绿的拉萨河沿城而过，滋养着两

岸的樱花、垂柳，也愉悦了周围百姓的

心。

近 年 来 ，拉 萨 市 严 格 落 实 河 湖 长

制，全力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行

动，加大水资源保护宣传力度，完善城

市污水处理设施，不断开创拉萨河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

2018 年开始，拉萨市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第一批河湖、河湖长名录，拉萨市

范围内主要河湖共 243 条（个），按照中

心城区每公里配备 1 名河道管护人员、

乡村河段每 2 公里配备 1 名河道管护人

员的管护需求，拉萨市安排专门人员负

责河道水质、卫生状况的日常巡查。通

过严格落实巡河工作要求，2020 年，拉

萨共清理河道、乡村河湖垃圾 126.9 吨，

使各县（区）各管委会主要河道、乡村周

边得到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

为解决城市污水处理需求，拉萨市

在柳梧新区等地开展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主管道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工作，有

效减少了水环境污染，真正实现了还大

自然一个碧水清流。

此外，拉萨市各单位每年开展“江

河卫士”主题公益活动、“保护母亲河 我

们在行动”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悬挂

横 幅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和 宣 传 用 品 的 方

式，普及水生态保护相关知识，不断提

高群众水生态保护意识。

绿色保护让城市更美

气候逐渐转暖，柳枝吐翠、鸟鸣花

香，大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之景。在

拉萨市各个街道的绿化带里，总是有人

忙碌着，松土、栽种、浇水，不时还有技

术员进行指导，以保证花草的成活率。

“等到天气更暖一点，这些花草就

会扎根、发芽、开花，真希望能早点看到

花草繁茂的样子。”这是每个过往行人

的强烈期盼。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近年来，拉

萨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打造美

丽宜居城市，加快国土绿化进程，不断

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为当地群众营造

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2012 年 ，拉 萨 市 启 动 南 山 造 林 绿

化工程，开始试验种植各类苗木，运用

人 背 马 驮 的 方 式 ，将 一 批 批 苗 木 和 客

土运上山，将水输送至山顶，使荒山变

成 了 郁 郁 葱 葱 的 秀 美 公 园 ，新 增 植 被

每年可减少泥沙流失 4000 吨，改善了

生 态 环 境 的 同 时 ，还 为 市 民 休 闲 提 供

了好去处。

截至去年，拉萨市生态环境保护再

创新业绩。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57.9 万

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19.5%，城市绿

化率达到 38.8%，全市国控断面水质保

持Ⅲ类标准，空气质量始终保持全国重

点城市前列，成功创建第四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绿色成为拉萨发展最

靓丽的城市名片。

湿地保护让空气更清新

漫步在拉鲁湿地，两三米高的芦苇

丛里不时有鸟儿飞起，在湿地上空嬉戏

盘旋，偶尔传来几声鸣叫，给湿地增添

了许多生趣。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拉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加大湿地保护力度，积极作为、科学谋

划、狠抓落实，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愈发迸发出勃勃生机。

为切实做好拉鲁湿地保护和生态

修 复 工 作 ，拉 萨 市 积 极 实 施 以 湿 地 保

护 区 扩 展 及 核 心 区 搬 迁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恢 复 、保 护 区 防 护 林 绿 化 、巡 护 步

道 、补 水 系 统 改 造 和 湿 地 调 查 监 测 系

统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三期保护工程

项目。

今年 44 岁的强巴是拉鲁湿地的一

名巡护员，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要穿上

防水裤、手拿打捞网，慢慢在水下捡拾

垃圾。他到这里工作已经 16 年了，他告

诉记者，目前，拉鲁湿地实行值班、巡逻

制度，严厉查处倾倒垃圾等行为，并开

展了“三渠一河（北干渠、中干渠、南干

渠、流沙河）”专项整治工作，共成立 5 个

巡逻小组，进一步加强了对湿地的保护

力度。

一系列保护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拉

萨的气候，增加了城市空气湿度和含氧

量，完善了城市防洪体系，提高了地下

水位。同时，湿地内动植物种类和数量

也逐年增加，水域面积扩大了约三分之

一，拉鲁湿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逐

年呈现。

如今的拉鲁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

植被覆盖率达 95%以上，芦苇、菖蒲、杉

叶藻、海韭菜、藏北蒿草等植物生长茂

盛，常年栖息的鸟类有 20 余种 5000 多

只 。 每 年 都 会 引 来 大 批 黑 颈 鹤 、赤 麻

鸭、斑头雁、棕头鸥、戴胜、百灵和云雀

等野生鸟类来此过冬。

“以前村里的垃圾总是堆积好久才会处理，

甚至有些人还会乱扔垃圾。现在不一样了，垃圾

车每天都会准时收运垃圾，村民们也会对垃圾进

行简单的分类……”工布江达县结巴村村民罗布

高兴地说。

罗布的家乡结巴村，是坐落于林芝市工布江

达县巴松错 5A 景区的核心村落。这里雪山林立，

绿水环绕，每到春夏季节，更是云雾缭绕，鸟飞虫

鸣，宛如人间仙境。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每年

来结巴村游玩、住宿、体验民俗的游客数不胜数。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都会有自驾游的旅

客纷至沓来，民宿里慢慢热闹起来。特别是随着

拉林高等级公路的开通、米拉山隧道通车后，这

几年村子里的游客量每年都有显著增长。”罗布

告诉记者，自从 2005 年政府下了禁伐令，并倡导

发展生态旅游，曾经依靠砍伐林木为生的村民纷

纷开办起了家庭旅馆、餐饮等，靠着保护生态环

境，走上了致富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保持良好的

自然生态，不负大自然的赐予，结巴村在保护生

态环境的同时，不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质量，不仅让

村庄旧貌换了新颜、也改变了百姓的精神面貌。

针对村庄内的垃圾堆、杂物堆积点、卫生死

角、杂草秸秆、河道内垃圾，结巴村组织党员干部

和村民群众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并通过定期督

查、跟踪检查等，进一步加强对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督导力度，美化旅游大通道沿线环境，村容

村貌明显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

一步提升。

为了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共同参与环

保的良好氛围，结巴村不断拓宽宣传路径，利用

悬挂横幅、分发宣传册、张贴标语等方式进行宣

传，鼓励全村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全

民行动，共同创造美丽宜居的人居环境。

“我们本就依靠大自然的馈赠吃上了旅游

饭，以后，我们更应该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保护好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罗布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史金茹）近日，

记者从拉萨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十

三五”以来，拉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

实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中 央 第 六

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坚

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组建生态文明工作专班，全面统

筹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市民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

过去 5 年，拉萨市大力实施“树上

山”“河变湖”“暖入户”“绿色围城”

“水系修复改造”等重大生态民生工

程，不断加大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健全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和管理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守生

态环境保护底线，积极解决群众身边

的突出环境问题，始终保持环境违法

行为“零容忍”的高压态势。持续保

持和改善环境质量，空气优良率保持

全国重点城市领先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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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拉萨

市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当雄县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不断满足了人民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杨小娟）2021

年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吉隆县结

合自身实际，提出“四个五”计划，即建

立以“五高五化”为指标的评价体系，

做好乡村振兴的“五紧抓”工作，最终

在五年过渡期内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四个五”计划的指导下，吉隆县

从农牧发展、北荒南绿等实际情况出

发，以产业升级、生态保育为工作重点，

以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为基础要求，

以风貌提升、“一村一景”为发展亮点，

结合国土空间、全域旅游等发展规划，

对全县 41个行政村分步开展乡村振兴

工作。近期计划重点打造 10个村为乡

村振兴示范村。其中，宗嘎镇在产业上

依托县城中心的区位优势，构建农牧业

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布

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

基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边贸特色

产业集群。以风沙治理为主要任务，对

非标准化的原农牧生产区退耕还林还

草。以旅游业为引擎，结合地方历史，

打造文旅融合的观光型旅游场地。以

珠峰保护区的环境保护要求为准绳，

开展环保工作。折巴乡、差那乡，产业

上以提高效率为着力点，加快珠峰绵

羊养殖这一核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转

型，并发掘一批生产高效、环境友好、

产品安全、管理先进的示范场。基础

及公共服务建设方面，借助 G219自驾

廊道打造的“东风”，加强特色民宿打

造，满足自驾游客的食宿接待需求，同

时，加大医院、幼儿园、菜市场等公共

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快城乡一体

化建设进程。

本报拉萨讯（记 者 杨小娟）尼 木

县 结 合 自 身 实 际 ，按 照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建 设 的 工 作 要 求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核 心 领 导 作 用 ，引 领 调

动 群 众 自 觉 维 护 生 活 环 境 、自 主 共 建

美好家园的积极性，走出了一条“以强

化 基 层 党 建 引 领 ，带 动 群 众 推 动 人 居

环境整治”的新路子。

在 制 度 建 设 方 面 ，严 格 实 施 县 级

领导包环境卫生、包绿化管理、包公共

设施的责任制；落实县城商户“门前四

包”责任制；乡村实行生产生活垃圾清

运任务、村间巷道卫生党员分段负责、

抓好“党群共建、总支牵头、支部负责、

党员包片、农户包段”的党群共建划片

制 ，实 现 了 农 村 环 境 卫 生 责 任 区 域 的

“无缝化”管理机制。在实践工作中，

通 过 发 放 倡 议 书 、宣 传 海 报 等 加 强 宣

传 教 育 ，引 导 农 牧 民 群 众 自 觉 打 扫 房

前房后、屋内屋外，不乱丢生活垃圾、

不乱倒生活污水、不随地吐痰、不乱堆

柴 草 和 农 具 ，做 好 环 境 卫 生“ 门 前 四

包 ”，树 立 起 健 康 卫 生 理 念 和 生 活 方

式，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努力营

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良好氛围。

据 统 计 ，近 三 年 来 ，尼 木 县 累 计

清理农牧区垃圾 3000 多吨，清理村内

河 道 沟 渠 800 多 公 里 ，整 治 村 内 残 垣

断 壁 100 余 处 、秸 秆 乱 堆 乱 放 25 处 、

卫 生 死 角 120 余 处 ，回 收 农 业 地 膜 3

吨。投资 1986 万元建设 5 个乡镇无害

化处理设施（垃圾转运站），配置垃圾

转 运 车 辆 8 辆 ，开 展 村 庄 清 洁 行 动 50

多次，发动群众参与达 3 万余人次，切

实 补 齐 农 牧 区 环 卫 设 施 短 板 ，确 保 农

牧 区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转 运 率 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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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里地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动员社会组织和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

护长效机制，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目前，阿里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持续良好，主要污染物约束性指标和资源消耗水平控制在

国家、自治区核定范围内；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7%以上，主要河湖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

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

图为阿里地区狮泉河畔，碧水蓝天，候鸟飞翔。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本报通讯员 王俩合 摄

尼木县引领群众自觉维护生活环境

共 同 建 设 美 丽 宜 居 家 园

拉萨市统筹生态文明建设

市民乐享美好城市环境

吉隆县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集中建设 1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近年来，拉萨市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努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整

治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环保意识得到大幅提升。

图为墨竹工卡县工卡镇塔巴村环保监督员们在打扫辖区卫生。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摄

碧水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