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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起，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分别

在古荣镇、羊达街道建设三处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工程，投入资金 2862.28 万元，

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0.72 公顷。

今年，堆龙德庆区各级水土保持部

门抢抓机遇、开拓创新，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营造保护水土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在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表审批权限下放后，堆龙德庆区共审

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27

个，查处未履行水保手续事宜 63 起，征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 26.6431 万元，有效遏制

了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在加快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的同时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工

作，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三五”期间，拉萨市水利局坚定

不移践行拉萨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在

监 管 上 强 手 段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目 标 导

向，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提高水土保持

方案编报率、实施率、验收率、核查率和

查处率，促进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

实，切实管住人为水土流失，加快重点区

域治理速度，推动水土保持强监管、补短

板、见实效、上台阶，切实提高全市水土

保持监管能力和水平。

“十三五”期间，拉萨市水利局对全

市 范 围 内 采 矿 项 目 、水 利 项 目 、交 通 项

目、电力项目、采石场项目、市政项目及

房建项目等在建生产建设项目进行水土

保持专项监督检查，以现场监督检查、会

议监督检查和书面监督检查的方式，现

场监督检查共计 177 个项目，下发整改意

见 144 份，书面监督检查 105 个项目，会

议监督检查 8 个项目，按照现场监督检查

项目为年度审批方案 10%的目标，超额完

成了目标任务。

拉萨市水利局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 评 审 管 理 办 法 ，规 范 审 批 管 理 ，密 切

配 合 拉 萨 市 市 民 服 务 中 心 行 政 审 批 各

项 工 作 ，规 范 方 案 受 理 、审 查 、报 批 、送

达 等 相 关 程 序 ，严 格 把 控 方 案 审 批 关 ，

在 规 定 时 限 15 个 工 作 日 内 完 成 审 查 审

批，下发批复后履行到水利窗口登记备

案 等 制 度 。“ 十 三 五 ”期 间 ，共 审 查 审 批

633 个项目，同时，按照水利部水土保持

信息化建设工作相关要求，将建设项目

相 关 信 息 录 入 到 全 国 水 土 保 持 监 督 管

理系统 V4.0，为后续开展水土保持信息

化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在全区七市地中

第 一 个 实 现 了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技 术 评 审

委 托 第 三 方 工 作 ，自 委 托 第 三 方 以 来 ，

拉 萨 市 水 利 局 共 审 批 221 个 项 目 ，2020

年 4 月份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审

批权限下放至五县三区。

按照谁审批谁征收的原则，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通过加大下发水土保持补

偿 费 征 收 通 知 及 催 缴 通 知 力 度 ，“ 十 三

五”期间，共下发水土保持征收通知 458

个，下发催缴通知 315 个，水土保持补偿

费共计征收 3223.288 万元。

“十三五”期间，在拉萨市五县三区

范围内共实施了 10 个项目，其中，完成竣

工验收 5 个，未完成竣工验收 3 个，在建 2

个，水土流失总治理面积达到 278.53 平

方公里；规划投资 1.28 亿元，规划水土流

失治理面积 255 平方公里，其中，实际完

成投资 1.03 亿余万元，实际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278.53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超额完成。

拉萨市水利局将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宣传放在工作重中之重，每年利用“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水土保持宣传月”等

宣传节点，积极开展水土保持进党校、进

学校、进村庄、进工地“四进”宣传活动，

“十三五”期间，进学校宣传 4 次，进工地

宣传 49 次，进村庄宣传 19 次，在活动中

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西

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 法》办 法 330 册 ，公 众 告 知 书 421 份 。

利用公益性广告牌加大版面宣传力度，

做到版面宣传内容半年更换一次。

通过强化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督管

理及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批先弃项目

查处力度，根据水保〔2019〕160 号规定，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验收变为业主自主验收后，业主自主

验收报备共 16 个项目，验收核查共 15 个

项目，待核查 1 个项目，拉萨市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工作实

现零突破。

拉萨市水利局着力查处建设项目中

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查处“未批先

建、未批先弃、未验先投”的建设项目，每

年定期不定期检查项目现场，在开展监

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未依法履行水土保

持方案编报制度的、未批随意堆放无采

取措施的、未验收或者未通过验收的项

目，告知业主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

求项目建设单位尽快依法履行水保编报

制度等相关手续，近两年内查处项目近

20 个。

今年，拉萨市水利局积极部署市、县

区分工合作，对任务进度缓慢的县区多

次开展督导推动工作，采取一天一督促、

一天一通报的方式推进工作进度，同时，

在线应用“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区域遥

感监管移动端”APP，完成了拉萨市涉及

五县三区共计 288 个图斑的信息填报与

上传，对发现的 168 处疑似水土保持违法

违规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了现场核查与

认定查处工作，已全部整改完成。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十三五”期间拉萨市水土保持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刘斯宇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姆）

一直以来，边坝县林草局始终坚

持以雄厚森林资源为依托，以生

态建设为主题，以“造封”为重点，

以高质高效为抓手，切实把造林

地点选址、苗木发放、栽植技术指

导 和 抚 育 管 理 等 各 个 环 节 把 握

好，全面推进造林绿化工作。

2016 年以来，边坝县完成重

点区域造林 3180 亩，防护林体系

建设 5888 亩，新一轮退耕还林造

林 19000 亩，防沙治沙 285 亩，经济

林 350 亩，“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

化 工 程 6800 亩 。 2017 年 和 2018

年 ，10 个 乡 镇 开 展 了 消 除“ 无 树

村、无树户”植树造林活动，种植

旱 柳 106405 株 、苹 果 12950 株 。

2019 年，在 11 个乡镇有条件的 77

个 村 居 开 展 了“ 五 消 除 ”补 植 工

作，种植藏川杨 5 万多株。边坝县

造林绿化工作，不仅构建了稳定

的林业生态系统，发挥了减少水

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还

促进了全县经济发展，增加了农

牧民收入，基本实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可喜局面。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洛桑旦

增 达珍 温凯）近日，阿里地区水

利局组成综合调研组对地区七县

及乡镇 2021 年度水利工作进度进

行了现场查看调研，并采取座谈

交 流 、现 场 查 勘 、查 阅 资 料 等 方

式，全方位深入了解督导各地水

土保持工作。

据了解，此次调研以交流询

问的形式向各县水土保持工作负

责人了解现阶段工作情况，对各

县工作中的亮点和困难进行汇总

分析总结，并检查翻阅各县现阶

段水土保持工作材料，了解各县

办事进度及办事能力，及时督导

县工作人员对发现的问题记录修

正、查漏补缺。地区水保中心汇

总各县办事流程中出现的难点、

疑点后出具相关管理办法，必要

时进行协调工作。

此外，对各县现阶段施工或

运营的工程项目进行实地检查，

同时，对各县局进行了水土保持

宣传工作，分发《西藏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

法》（双语版），组织现场培训会，

针对水土保持相关工作进行培训

交流。

“此次对七县水土保持工作

进行调研督导，我们将针对现阶

段各县工作情况，形成专题调研

报告，研究部署地区水土保持工

作方法，协调指导各县水保工作，

确保阿里地区水保工作稳定有序

进行。”阿里地区水土保持中心主

任赵保平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

刘斯宇）近期，达孜区邦堆乡叶巴

沟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

治理示范工程竣工验收会在达孜

区召开。

验 收 组 通 过 实 地 查 勘 项 目

现 场 、听 取 各 参 建 方 工 作 汇 报

后，认为该项目在治理当地水土

流失，改善耕地、林地、经果林及

护 路 林 灌 溉 面 积 ，拦 蓄 径 流 泥

沙 ，提 高 小 流 域 水 源 涵 养 能 力 ，

减 轻 地 表 径 流 冲 刷 及 土 壤 侵 蚀

度 ，改 善 流 域 小 气 候 环 境 ，形 成

生 态 清 洁 、山 水 和 谐 、环 境 优 雅

的“城郊生态清洁小流域”，保障

该地区的防洪安全，促进农村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应 有

的效益，验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

通过竣工验收。同时，针对项目

中存在的问题，验收委员会提出

了限期整改意见和建议，从而确

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阿里地区水利局

对各县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调研

昌都市边坝县

有序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叶巴沟水土保持生态清洁

小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示 范 工 程 顺 利 竣 工 验 收

文艺作品来自于人民，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西藏广播电视台作为地方主流媒体，

电视文艺创作坚持“人民性”的本质显得尤为重要，

它是本台电视文艺创作传播的基本遵循，也是一个

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为此，西藏广播

电视台录制的电视综艺选秀节目《青稞飘香》，将舞

台留给基层群众，让老百姓成为屏幕上的主角，真

正做到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

一、电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艺作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思

想、情感、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文学艺术的

人民性内涵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延伸，还

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在我国，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服务，这直接决定

着文艺事业的性质和发展道路，是文艺根本的问

题和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

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纲挈领、意义深远，让我们

广大电视文艺工作者深刻明白文艺从人民中来

的道理。2021年，西藏广播电视台电视综艺选秀

节目《青稞飘香》用最淳朴、最生动的真人秀文艺

节目形式，实现了电视文艺创作“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二、电视文艺创作为什么要坚
持“人民性”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本

质要求，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

文学批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高

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

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

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

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文学是人学，

典型人物立住了，作品才站得住，才有艺术感染

力和生命力。

在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中，要高举人民

文学艺术的旗帜，这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制胜的

法宝，也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秘密。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导向，文艺、

文学艺术工作、文学批评就都有真正的遵循和发

展方向，这也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

经验的总结和完善中最宝贵的经验。从电视综艺

选秀节目《青稞飘香》的成功经验来看，坚持电视

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就是其获得广大受众喜爱和

点赞的重要原因，栏目中推出的优秀节目在群众

中的传播率极高，个别节目已经成为西藏广大基

层农牧民在重要活动时必不可少的经典作品。

三、电视文艺创作怎样坚持“人
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

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

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

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

诲，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激励着

我们牢记电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纵观第一季电视综艺选秀节目《青稞飘香》的创

制始终，是我区文艺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一次重要实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西藏广播电视台

按照“让基层热起来，寓教于乐、注重实效，让各

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践行了全区范围内线

上线下群众互动联欢。《青稞飘香》以人民关切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策划承制过程中始终坚持节

目“人民性”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提高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让田间地头成

为人民的舞台

节目组在全区七市地的县、乡镇、村范围内

开展了海选报名，把舞台搭到了田间地头、搭到

了老百姓的家门口，把镜头对准每一位报名的选

手，充分展示了我区各族群众喜迎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的喜悦心情，

满足更多基层群众登上舞台，放歌新生活、感恩

新时代的愿望，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让老百姓真正成为活动的主角。比赛报名通

知发出后，七市地民间艺术团、村级演出队等踊

跃报名参加，报名人数达近万人次。在整个比赛

过程中，广大基层群众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大

家用质朴的语言、灵动的音符、曼妙的舞姿赞美

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表达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坚定决心。

（二）转换文艺节目的叙事视角，让广大基层

群众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不同于以往“心连心”“送欢乐下基层”等常见

的节目形式，《青稞飘香》在节目叙事视角中尝试

转换叙事视角，让广大基层群众成为舞台上的主

角，讲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唱出他们自己的

心声。专家评委及主创团队严格践行“三贴近”原

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群众一起讨

论选手们的演唱，倾听每位选手的故事，畅谈西藏

的发展变化。正是由于叙事主体的嬗变，使得《青

稞飘香》节目接地气、暖人心。

（三）发掘人民自发创作的文艺节目，让人民

形象在文艺演出中闪光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不仅有经典作品的重新

演绎，还有广大群众积极创作的新歌新作涌现出

来。例如，来自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公安干警在

疫情期间创作的歌曲《那一群人》，讲述了发生在

自己身边的感人故事；来自那曲市的牧民群众创

作的一系列歌曲，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

恩之情和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祝福等。曲艺、舞蹈

类作品中，原创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原创作品既丰富了舞台，又充分体现了西

藏人民的创作热情。专家评委们在节目中对创

作者的肯定，对作品的解读，更是激发了群众文

艺创作热情。

（四）现代化融媒体传播格局，让人民在寓教

于乐中提高文化自信

《青稞飘香》在送戏下乡、丰富广大基层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实况节目通过网络、新媒

体、电视、广播等平台根据活动不同阶段定制个

性化推广方案，并与各市地所属官方新媒体平台

有效对接，推送比赛进程中相关内容，做到了做

一站、热一站。《青稞飘香》完整节目及碎片化视

频在中国西藏之声网，西藏卫视+、阳光西藏微

信公众号，西藏卫视官方抖音号进行宣推和播

放，还在央视网、央视频 APP、触电新闻 APP 等网

络平台进行了内容投放，取得了较好的收看、点

击效果。截至 9 月 22 日，《青稞飘香》节目共直播

16 场，合计观看约为 27 万人次，短视频投放共 63

条，话题总阅读量为 889.7 万次，单条最高播放量

约为 75.4万次。

在《青稞飘香》节目创制过程中，我们充分感

受到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艺术，广大

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作为新时代电视文艺工作者，我们要躬耕脚下热

土，深入基层，勤于“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汲

取创作营养，努力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西藏广播电视台）

试论新时代电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本质特征
—以电视综艺选秀节目《青稞飘香》为例

尼玛多吉 普布 胡宗秀

湿地是“地球之肾”，是“生命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重要生态基础。近年来，阿里地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和修

复力度，多措并举严格落实湿地保护工作，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图为阿里地区班公湖湿地。 本报通讯员 嘎玛次仁 摄

湿地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