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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

科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拉琼教授

课题组，对青藏高原特有分布的植物

须弥芥进行了基因组适应性进化研

究，其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刊（PNAS）上 在 线 发

表。该成果的发表，标志着西藏大学

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已取得了阶段

性重要成果。

拉 琼 说 ，他 本 是 一 个 极 平 常 的

人，因为做了教师，人生便有了不平

常的意义。

拉琼出生在一个党员之家，父母

同为党员，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拉琼

对党组织充满了向往。毕业后来到

西藏大学工作时，拉琼郑重地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 200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

从教 29 年来，拉琼始终在教学一

线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为推动西藏

大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西藏大学

生态学博士点建设和生态学一流学

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学科带头人，拉琼时常讲：

“立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的核心，是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本质

要 求 。”工 作 中 ，他 始 终 严 格 要 求 自

己，把自己的事业与学校发展融为一

体，继承钟扬教授的“种子精神”，积

极承担起生态学博士学位点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重任，努力做学生的好榜

样。

他热爱讲堂，热爱学生，对教师

这份工作充满热情。课堂上，拉琼以

植物的变迁发展激发学生对植物的

兴趣。比如，他谈到自己在挪威留学

时，会告诉学生“挪威有满山让人迷

醉 的 杜 鹃 花 ，那 是 从 我 国 传 入 欧 洲

的”；在谈及荷兰的支柱产业猕猴桃

时，会讲“那是从我国川渝地区移植

杂交培育而成的”……

拉琼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生物多

样性、生态学和极端环境分子适应性

进化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他踏遍

青藏高原的沟沟坎坎，雪山、河谷、荒

滩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拉琼负责建

设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

化教育部创新团队”从 2007 年到 2017

年 ，在 西 藏 共 采 集 了 上 千 种 植 物 的

4000 万颗种子，填补了种质资源库中

缺乏西藏种子的空白，为人类储存下

绵延后世的“基因宝库”。建成了西

藏第一个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库存西

藏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标本 388 个，种

质资源 3877份。

同 时 ，作 为 西 藏 大 学 生 态 学 教

授、生态学科带头人，拉琼在 2017 年

全国优秀党员钟扬教授逝世后，义无

反顾接过钟扬教授西藏大学生态学

一流学科建设的接力棒，勇挑学科建

设 重 担 ，没 日 没 夜 埋 头 苦 干 一 个 多

月，顺利完成各项评估工作，并完成

了“西藏大学生态学研究中心”“青藏

高原生物多样性实验室”“极端环境

生物资源与适应性进化实验室”“湿

地与流域生态系统实验室”等高标准

的现代生态学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多年来，拉琼多次参加西藏自治

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设计的生态评

估、全区各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

建规划与复核工作。他积极为建设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献计献策，多

次要求对虫草、松茸等进行保护，对

特色作物如高海拔青稞等提出了保

护意见。在国务院新闻办和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 年中国西

藏发展论坛”及由外交部和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2021 年“环喜

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生态环境保护

专题线上研讨会上，拉琼作了以“青

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特点与保护成果”

为题的大会报告，向国际社会宣传和

介绍我国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

西藏自治区自然科技博物馆建

设项目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在西藏

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拉琼全程参

与了博物馆的建设，并负责完成了青

藏高原典型特色植物、两爬、古生物

地质等上千本的标本制作和展柜文

字宣传制作工作。

29 年 来 ，拉 琼 教 授 辛 勤 地 耕 耘

着、默默地付出着，他是领导眼里优

秀能干的员工，是同事身边善良热情

的兄弟，更是学生心目中最有魅力的

“男神”教授。

东嘎旅游新村挂牌

潜心科研 真情守护高原生态
—记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教授拉琼
本报记者 次珍

本报日喀则6月28日电（记者 扎西顿

珠）6 月 22 日至 23 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区党委

党史学习教育第二巡回指导小组组长旦

科一行深入日喀则市，就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指导，并与日喀

则市委座谈听取汇报。

自治区副主席、日喀则市委书记张延

清汇报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旦科一行先后到桑珠孜区幸福社区、

日喀则市委党校、日喀则市公安局警史馆

等地，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现场问

答、查阅资料等形式，详细了解日喀则市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听取市委党

史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后，旦科指

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作出

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增

强历史自觉、奋发开拓未来的重大战略举

措。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

巡回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区党史学习

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

就。

旦科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西藏地

方和祖国关系史、西藏和平解放史，切实

做到规定动作不打折、自选动作有亮点；

要注重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

进，把学习教育与抓好稳定、发展、生态、

强边四件大事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切实

做到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相互促进、学习

成效与推动工作相得益彰；要深入挖掘选

树先进典型，培育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

度，加强正面引导，以点带面推动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走心。

旦科在日喀则市调研指导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统筹推进

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张延清出席工作汇报会

本报拉萨 6月 28日讯（记者 彭琦）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27 日，自治

区公安厅党员民警来到西藏军区党史军

史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自治区副主席、

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张洪波带领区公

安厅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和

新党员民警代表进行入党宣誓。

参观学习中，大家不时驻足凝视，认

真听取讲解，并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铭记奋斗

历程，担当历史使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切实担负起捍卫

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

宁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服务保障自治

区党委、政府抓好“四件大事”，实现“四个

确保”，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西

藏和平解放 70周年。

区公安厅党委组织参观西藏军区党史军史馆
张洪波出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周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推进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6 月 27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班戈县青龙乡东嘎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揭牌仪式在东嘎旅游新村举行。揭牌后，东嘎村正式更名为东嘎旅

游新村。

据悉，2020 年 8 月 26 日，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文化和旅游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的通知》，东嘎村入选第

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图为东嘎旅游新村全貌。 本报记者 万靖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 6 月 28 日讯（记 者 潘璐）28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那曲市党的

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十四五”开局

起步情况。

据介绍，70 年来，那曲市基层党组织建

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党的执政根基得到不断

夯实。从 1953 年黑河分工委 1 个党支部，到

如今那曲全市 2653 个基层党组织，党的组织

体系建设得到不断强化。高标准建设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投入 16.56 亿元建设 920 个标

准化村级组织活动场所。1.8 万名党员干部

结对帮扶 1.6万户贫困户，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8 万多个。截至目前，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

率达到 100%。

那 曲 市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周 清 科 表

示，强大的党建软实力，为那曲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硬支撑”。那曲市全地区生产总值

从 1990 年 的 2.95 亿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 的

171.41 亿元，增长了 58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从 1985 年的 5404 万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9.08 亿元，增长了 54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980 年的 640.75 元增长到 2020 年

的 41635 元，增长了 65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980 年的 175.55 元增长到 2020 年

的 13651 元，增长了 78 倍；三次产业的结构从

1990年的 85∶1∶14调整为 12.5∶31.7∶55.8。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那曲市将围绕

加强民族团结、加快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示

范区、发展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产业、全力打造西藏生态文化旅游

新高地等目标，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努力走

出一条符合那曲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为

推动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我区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显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6年增速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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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宜6月 28日电（记者 王雅慧 杨子彦）

25 日下午，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

庄严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实地考察调研西藏林芝

干部休养基地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

求上来，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加快项目建

设，强化安全生产，确保工程质量，努力建设优质

绿色廉洁工程。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芝市委书记马

升昌一同调研。

西藏林芝干部休养基地整合建设项目总投

资 5.7 亿元，预计在 2022 年 4 月底竣工验收。目

前，项目单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在施工现场，庄

严详细了解基地设计、建设、管理及后期运营模

式等各项工作，现场察看工程建设情况。他指

出，建设西藏林芝干部休养基地，是党中央站在

支持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关心西

藏干部职工身心健康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职工的关心关怀。

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林芝干部休养基地建设，吴

英杰书记等自治区领导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作出

明确指示、提出工作要求，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

强领导保障。自基地开工建设以来，林芝市委坚

决贯彻区党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建设职责，竭

尽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庄严强调，建设西藏林芝干部休养基地是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是关系全区干部职工切身利益

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林芝市委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

履行好建设主体责任。各相关单位要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加强部门协同联动、

统筹协调和调度安排，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工程建

设。要依法合规加快推进，按照自治区确定的目

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

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科学制定施工组

织方案，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要严控工程建设标准，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

系，坚持把精、细、严、实要求贯穿到各个环节，确

保工程建设质量。要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强

化施工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做好

安全隐患排查，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项

目建设施工安全。要注重生态保护，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落实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大力实施生

态建设工程，切实保护好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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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6月 28 日讯（记者 潘璐）28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

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农业农村工

作发展成就及“十四五”开局起步情况。据

介绍，2020年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14598 元，连续 18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

续 6年保持全国增速第一，是 1965年有统计

数据以来的 135倍。“十三五”期间，我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达 12.1%，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3.6 个百分点，高出西部 12

省区平均水平 2.8个百分点。

农牧民收入稳步提高的同时，我区农

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显现。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林木介绍，近年来，我区立足特色农畜产品

资源禀赋和产地环境，大力发展青稞、草

业、牦牛、奶业、藏猪、藏羊等农牧业特色产

业，研发了青稞系列食品、牦牛肉和藏香猪

系列肉制品、高原特色乳制品等，各类特色

农牧产品以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享誉

区内外，市场前景广阔。

林木介绍，我区粮食产量于 2015 年突

破百万吨大关，连续 6 年稳定在 100 万吨以

上，2020 年产量达 103 吨，比 1951 年增长了

5.72 倍；蔬菜产量 84.34 万吨，是 1985 年有

统计数据以来的 14 倍；肉奶产量 76.96 万

吨，是 1978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 5.48 倍，肉

奶 人 均 占 有 量 大 幅 高 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2020 年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150.65 亿 元 ，比

1951年增长了 118.56倍。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全区农牧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9%。青稞良种覆盖

率达到 9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 35.9%，

青稞单产水平、牲畜平均单体产量均达到

历史新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率达到

65%。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 220 万亩。

设施蔬菜面积达到 5.77 万亩，品种超过 120

种。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农牧区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改善，全区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处于近年来最好水平，农村户用卫生厕

所普及率显著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

得到有效治理，农牧民良好卫生生活习惯

逐步养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顺利完成，颁证率达 99.62%，得到

了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全区累计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3055 个，落实各类产业扶贫资金

464.5 亿元，产业扶贫成果惠及 85%以上的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本报拉萨 6月 28日讯（记者 李梅英）

近日，山南市卓玉水库工程顺利实现了阶

段性截流验收、大坝防渗墙浇筑、大坝沥

青混凝土心墙施工、大坝封顶、闸室机电

设备安装和调试、大坝安全鉴定、下闸蓄

水以及完工验收等各个重要节点的建设

目标，正式投入使用。

卓玉水库工程是山南市扎囊县第一

座集农业灌溉、城镇供水、防洪调蓄为一

体的中型水库，是山南市重要的水源工程

之一，也是我区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骨

干项目之一。水库投入使用后，可新增和

改善灌溉面积 3.92 万亩，提高扎囊县吉汝

乡、扎塘镇 2 个乡镇 25 个行政村的灌溉保

证率，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

题。

山南市卓玉水库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