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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四版 综合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田金文）最新数据显示，

5年来，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547亿元，农

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增长三成多、达到 8.9 万公里，

654个乡镇和 4094个建制村通硬化路，乡镇、建制村

通达率分别达到 100%和 99.96%，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全面解决，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镇。

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阔步向前，不仅

改变了农牧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也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 5 月，第二条通往墨脱县的交通要道派墨

公路全线贯通。公路建成通车后，林芝市区至墨

脱县的公路里程由原来的 346 公里缩至 180 公里，

通行时间缩短 8小时左右。

“公路通了后，我们的茶叶、石锅等特产就能卖

得更好，不然像柠檬这些作物有时因为道路不通，

只能挂在树上、烂在地里。”墨脱村民次仁感慨道。

2020 年，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

西藏实现主电网全区覆盖。

“以前没通大电网，电压不稳定，还经常停电，

有时一停就好几天，生活特别不方便。现在用电稳

定了，做饭用电饭煲，打酥油茶也用上了搅拌机，生

活幸福多了。”阿里地区改则县改则镇居民卓玛说。

随着西藏“户户通电”、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及

改造、新一轮农网改造、“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电网建设等工程相继完工，全区主电网不断覆盖

延伸，西藏缺电成为历史。

如今走进西藏农牧区，所有行政村都有移动

信号，光纤宽带通达率为 99%，现代通信网络体系

让西藏驶入“信息快速路”。

玉麦乡这个曾经的“三人乡”，如今已家家户

户住新房，硬化道路通家门，电不停、水不缺，WiFi

信号家家通。记者在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看到，

年轻人都拿着手机，熟练地使用着微信和抖音。

“70年来，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给高原农牧民群众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格桑卓玛说。

547亿元！西藏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阔步向前

最近，在拉萨市尼木县，各个乡镇都在进行一场

新的讨论：如何找到一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之路？

尼木，在藏语里是“麦穗”之意。这个拥有 1300 年

历史的传统农业县，从 2013 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到

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只用了 5年时间。

有了成果，不代表可以松劲。前两年当地提出：

短期脱贫靠项目、长期小康靠产业、现代尼木靠科教。

前期，有了初步探索；当下，聚焦“有效”二字。如

今，得出新结论：用“因地制宜+创新驱动”，换来新的

乡村发展动能。

近日，记者前往尼木县调研采访，剖析背后的发

展之变。

新与旧之变—
脱贫户自创性收入达 94%，政策性

收入占比降低

驱车沿着 318 国道尼木段向西行，来到藏文创始

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吞巴镇，一片绿色映入眼帘。

步行至吞巴村，弥漫着淡淡的柏木香，咔嚓、咔

嚓，水磨正在运转。这里有 260 座水磨，日夜不停地转

动，研磨藏香原料。

藏香，对于西藏本地人来说，是居家必备品。

来到 74 岁的索朗罗布家中，老人正在忙着包装藏

香，有塔香、线香、香囊……坐在精美的藏式沙发上，索

朗罗布与我们聊起变化：“我从 1970 年开始制作藏香，

以前只考虑产量，做完之后沿街售卖，那时候，难呀！”

观念之变，就在十年之前，他意识到仅靠产量多

并不赚钱，还得靠质量。如今，他和家人制作藏香，农

闲时雇人，一年销售 100 多箱，每箱三千多元，刨除成

本，一年收入十万元左右。

老人说，儿子米玛扎西在微信上销售，销量不用

愁。相比以前，现在日子像蜜一样甜。

索 朗 罗 布 家 ，只 是 村 民 生 活 变 化 的 一 个 缩 影 。

2015 年底，吞巴镇共有 3 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 8.5%。

转折在 2018 年发生。该镇累计减贫 60 户 223 人，贫困

发生率降至 0，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 1.2 万

元 ，其 中 自 创 性 收 入 占 89.14％ ，政 策 性 收 入 占 比

10.86％。

喜，自创性收入比例高了；忧，离乡村振兴的目标

还有距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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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

确定的环境日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

明之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凝心聚

力，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在从蓝图变

为现实。

深谋远虑—
建设生态文明求解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江苏省南通市，是万里长江奔流入

海的“最后一站”。市区南部，黄泥山、

马鞍山、狼山、剑山、军山等五山临江而

立，山水相依。

“ 以 前 我 们 就 住 在 江 边 ，但 看 不

到 江 。”南 通 市 居 民 黄 家 勇 说 ，“ 码 头

作 业 灰 尘 太 多 ，窗 户 不 能 开 、被 子 不

能晒。”

100 多年前，实业家张謇希望家乡

五山地区成为“花园及风景区”。然而，

五山及滨江地区一度危化品码头、散货

码头、集装箱码头等星罗棋布，给当地带

来污水、扬尘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导

致这里“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

又何止是南通？曾经，从巴山蜀水

到江南水乡，污水入河入江、码头砂石

堆积、化工企业围江，长江水质持续恶

化、生态功能逐步退化，生态系统警钟

迭起。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痛心地形容

母亲河：“病了，病得不轻了”。

又何止是长江？曾经，经过几十年

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高

强度频发阶段，秋冬季雾霾频发拉响空

气污染警报，江河鱼虾减少、水质频频

告急。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振聋发聩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时光流转，张謇的梦想终成现实。

近年来，南通当地累计关停 200 多家散

乱污企业，清理了 160多条小杂船，关闭

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进口硫磺集散基地，

修复腾出岸线，新增森林面积，在长江

边逐步构筑起一道绿色廊道。

“现在我们晚上经常会去江边公园

散散步，很舒心的。”黄家勇笑着说。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考察调研。“过

去脏乱差的地方变成现在公园的绿化

带，说明我们只要下决心，就一定能落

实好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

水质改善、江豚腾跃，长江母亲河

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生 态 兴 则 文 明 兴 ，生 态 衰 则 文 明

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站在这样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求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道，指明了生态文明之路，擘画了美

丽中国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

理念，绿色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题中之意；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系列重

大部署，宣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在广西桂林考察漓江阳朔段后，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持山水生态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深入

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杜绝滥

采乱挖，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

态系统持续优化、整体功能持续提升。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

余村村考察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他

们发展绿色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

做法给予肯定。“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

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

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

总书记说。

在云南滇池岸边，习近平总书记详

细 询 问 滇 池 保 护 治 理 和 水 质 改 善 情

况。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要安排。祖国的

山山水水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下转第三版）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高敬 胡璐 于文静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索珠乡探索

出“党建+”的乡村振兴模式，通过加强

基层党建打通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引

领农民致富。在索珠乡党委、政府的带

领下，如今，各类藏药材种植、食用菌种

植、葡萄种植等产业快速发展，规模日

益扩大，已成为索珠乡的特色产业，带

动群众就业增收。

图为索珠乡种植基地内，种植户在

打理葡萄秧苗。

本报记者 唐斌 次旺 摄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西藏居民恩格尔系数持

续下降，衣着消费增加 584 元，交通和通信支出增加近

一倍，医疗保健支出增长 160.9%，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

出增长 165.6%。2020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44 元，比上年增长 11.5%。人均消费支出 13225 元，

其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达 1137元，占总支出的 8.6%。

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西藏人民的衣柜越

来越充实，穿着越来越时尚。西藏民族服饰文化研究

院院长李媚说，西藏人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衣着服饰

方面也迎来消费升级，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穿着越来

越讲究、消费越来越高端。

在旧西藏，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封建农奴制的制约，

占人口 95%的农奴穿着万人同款，质地粗糙，只为遮体

御寒；而占人口 5%的农奴主身着绫罗绸缎、珠光宝气。

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村民强久老人回忆说：“在

旧西藏，全家 6 口人只有两件粗糙的氆氇做的衣服可

以穿。白天当衣服，晚上作被子。那时候，吃饱都是

问题，谁会在意穿衣呢？”

服装代表着时尚潮流，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承载

着群体性记忆。西藏各族群众服装的变化，记录、讲述

着和平解放 70年来，西藏人民生活变迁的沧海桑田。

70 年后的今天，“90 后”藏族姑娘德央总能根据不

同季节、场合在她的衣柜中找到多种穿搭选择。从民

族风的新式藏装、商务风的衬衫、休闲款的牛仔裤到

“国潮”T 恤、海外品牌的羽绒服……

“所谓人靠衣装，不仅要穿着得体，还要穿出个性和

品位。这些服装大部分是网购的，价格便宜物流方便，

我有时也会去八廓街附近淘几件新式藏装。”德央说。

走进拉萨市中心的一家大型综合购物商场，运动

户外、精品女装、商务休闲、儿童服饰各种门类的服装

店不一而足。常见的国内外服装品牌都能在这里轻

松找到。

现代着装走入西藏寻常百姓家的同时，传统藏装

业乘着时尚潮流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李媚认为，相较于传统藏装

服饰，时尚藏装在剪裁和穿戴上更轻便舒适，在风格

上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创新不是对民族元

素的简单重组和堆砌，而是在对文化内涵进行提炼

后，以当代人的审美标准来设计民族服饰，使传统文

化与流行风尚相得益彰。

藏装的新变化，源自西藏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反映

了人民整体素质观念的提高和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

“现代藏装在保留基本传统款式的同时，更多地

使用真丝、亚麻等材料，我们也不断创新，先后将棉仿

羊毛、杜邦纸等新面料应用到藏装设计上，自品牌诞

生以来已推出 1800 多个系列。”西藏时尚民族服饰品

牌阿佳娜姆运营总监仁珍说，“技术创新为服饰提供

了更多材质、工艺的选择。人们钱包鼓了，观念新了，

对服饰的要求也提高了。”

近些年，随着消费者对服装用料、款式等需求的

精细化，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多家服装品牌纷纷

推出了个性化藏装定制。

如今，阿佳娜姆等时尚民族服饰品牌已从西藏走

向全国，东方元素的蝶变升级也备受国内外消费者青

睐。

德央说：“在我眼中，时尚在于美的传承与表达。”

近年来兴起的国潮风、民族风，正是年轻一代发现、继

承、创新传统之美和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李媚相信，融合民族服饰与世界潮流，观念与设

计同步发展，将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境界，“雪域新时尚”也能搭乘国家发展的快车，焕

发新的生命力，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新华社拉萨6月4日电）

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

西藏人民穿着越来越时尚
新华社记者 张兆基

特色种植

鼓起钱袋

本报拉萨 6月 4日讯（记者 王静）

日前，记者从自治区林草局了解到，根

据全国湿地资源第二次调查结果，我

区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二，以自然保护

区为主体，国家湿地公园、国际重要湿

地和国家重要湿地等多种方式的湿地

保护体系逐步形成，全区受保护湿地

面积达 449 万公顷，占全区湿地面积的

68.75%。

据 了 解 ，我 区 单 块 湿 地 面 积 8 公

顷 以 上 的 湿 地 总 面 积 为 652.9 万 公

顷，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5.3%，其中，自

然湿地面积 652.40 万公顷，人工湿地

面积 0.50 万公顷。截至目前，全区共

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15 处、国家

湿 地 公 园 22 处（含 试 点），12 处 湿 地

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扎日南木错

湿地、色林错湿地、麦地卡湿地、玛旁

雍错湿地等 4 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

自 治 区 林 草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全区先后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

区湿地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湿地认

定和名录管理办法（试行）》《西藏自治

区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西藏自

治区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等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全区依法

依规保护管理湿地资源提供了法制保

障。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一区一法’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玛旁

雍错、麦地卡等 7 处自治区级以上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以及紫曲河、雅尼、嘎

朗、朱拉河等 4 处国家湿地公园都出台

了详细的管理办法。”

近年来，我区共实施各类湿地保

护与恢复、湿地保护补助等工程项目

110 余项，落实资金 8.6 亿元（其中，生

态安全屏障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资金

4.98 亿元、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湿地

补助资金 3.62 亿元），对 60 多万公顷湿

地实施了管护，对 10 多万公顷湿地开

展了保护恢复。经过保护，在拉鲁湿

地越冬的候鸟和常年栖息的鸟类已经

从 2015 年 的 4 种 6000 余 只 和 21 种 约

5000 只，增加到目前的 6 种 15000 余只

和 21种 7000余只。

4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我区湿地面积居全国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