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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下是冬季，但傍晚时分，仍有不

少市民在拉萨河边散步，夕阳的余晖洒在

河面上，泛着温暖的光芒……

“以前，拉萨河两岸的环境不太好，河

水也没这么清澈。如今，不仅河水清澈，两

岸风光也越来越美了。”家住仙足岛的市民

平措扎西老人在河边散步时，看着风景如

画的河岸，由衷地赞叹道。

拉萨河的成功治理，是西藏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的一个缩影。

2018 年 6 月 ，西 藏 全 面 建 立 河 长 制 ；

2018 年 12 月，西藏与全国一道全面建立湖

长制。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1.47 万余名

河湖长治理保护着境内的湖水，确保了西

藏河清湖净。

组织体系全面建立

为顺利推进河湖长制的实施，我区坚

持高位推动，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

任总河长，实行双总河长制，建立“党政同

责”的责任体系。

各市地、县区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党

委、政府指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协

作的原则，大力实施河湖长制。

“十三五”期间，全区建立了自治区、市

地、县区、乡镇、村居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

共设立 1.47万余名河湖长，其中，设立 22名

自 治 区 级 河 湖 长 、219 名 市 地 级 河 湖 长 、

1530 名县区级河湖长、4751 名乡镇级河湖

长、8229 名村级河湖长，把河湖长制体系延

伸到了村居一级。针对无人区的河湖，采

用片区河湖长，实现全覆盖。

阿里地区还将河湖长制体系延伸到村民

小组、自然村和边境点，确保边境地区河湖也

有人管。同时，在河湖岸边显著位置设立了

河湖长公示牌，标明河湖长职责、管护目标、

监督电话等内容，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

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为推动河湖长制组织工作规范化，促

进河湖管理工作高效化，我区按照“统一建

设、分级部署”的原则，研发和构建覆盖四

级河湖长的综合信息化应用平台，积极推

进信息系统建设，为实施河湖长履职和河

湖管理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制定《河湖长助理服务机制》《河湖长

参谋与技术服务制度》，充分调动成员单位

工作积极性，配合河湖长做好河湖巡查调

研、落实工作部署，协助河湖长履行职责。

制定《河湖水库保洁管理办法》，定期

组织开展河湖水库沿线垃圾清理工作，河

湖保洁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部门联动

制度》，不定期组织成员单位开展综合执

法，对入河排污口、涉水工程、河道采砂等

进行执法检查，并同步排查认定河湖“四

乱”问题。

市地、县区、乡镇党委、政府层层签订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责任书》，各乡镇党委、

政府与村居分别签订河湖长制工作责任

状，明确各级党委、政府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工作的主体责任。

自治区、市地、县区均建立了河湖长会

议、信息报送、信息共享、工作督查、考核问

责与激励、验收 6项制度。出台河湖长助理

服务、河道保洁管理、投诉举报受理等制度。

自治区、市地、县区三级河湖名录全面建

立，自治区、市地级主要河湖“一河（湖）一档”

基本建立，“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完成。

制定《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关于推进确

权划界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法开展河湖管

理范围划定工作。

2020 年，自治区再一次印发《关于进一

步强化河长湖长履职尽责的实施意见》，从

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工作重点、落实工作责

任、创新履职方式、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明

确了自治区各级河湖长职责，切实解决好

河湖长“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不

好怎么办”的问题，推动我区河湖长制进一

步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长效机制全面见效

打造河清湖净的前提是做好河湖的日

常管理。墨竹工卡县水生态保护和村级水

管员巴桑说：“墨竹工卡县有 156 名水生态

保护和村级水管员，我们会在村委会的组

织下不定期开展河湖垃圾清理活动，大家

亲身参与，共同保护河湖生态环境。”

近年来，我区把全区河湖“清四乱”专

项行动作为河湖强监管的标志性工作，全

力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从全

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将“清四乱”、河湖沿线垃圾清理与自

治区环保督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有效结合，切实做到同安排、同部署、同落

实。在河湖执法检查中同步开展“清四乱”

工作，有效督促问题整改落实。

创新垃圾清理模式，建立“垃圾银行”，

用垃圾兑换日常生活用品和旅游纪念品，

通过村民和游客收集、乡镇政府转运、县区

集中处理的模式，切实解决河湖水域岸线

垃圾乱堆问题。

自治区总河长办加大对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督导检查力度，按照“一市地一单”的

方式下发整改通知，确保整改到位，并将河

湖长制工作考核纳入自治区政府对市地绩

效目标考核体系，分类实行差异化考核，把

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

评价的重要依据。

全区各级河湖长以“垃圾围坝”“清四

乱”等专项行动为重要抓手，积极履行巡

河、管河、护河、治河职责，河湖管理保护实

现常态化、制度化，乡镇、村居定期组织水

生态岗位人员开展河湖沿线垃圾清理工

作，清理各类垃圾，“垃圾围坝”现象基本杜

绝，河湖水环境有效改善，人民群众保护河

湖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步提高。

自西藏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

各级河湖长开展巡河 10 万多次，实现了河

道、湖泊、水库等各类流域全覆盖。“十三

五”期间，全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

100%，无劣Ⅴ类水体，全区主要江河湖泊及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河 畅 水 清 岸 绿 景 美
—我区河湖长制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袁海霞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

姆）近日，昌都市林草防灭火实

战观摩演练在卡若区俄洛镇俄

洛村举行，11 县区林业和草原

局业务骨干、111 个林草专业管

护站站长、副站长和护林员代

表近 200 人参加了演练观摩。

此次演练以假设卡若区俄

洛镇俄洛村发生森林火灾为背

景，上午时段模拟演练正式开

始，国网电力公司视频监控系

统监控到卡若区俄洛镇俄洛村

发生森林火灾，同时，市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接到俄

洛镇俄洛村发生森林火灾报警

电话并请求支援。市森林草原

防灭火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预

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前

线指挥部，精准指挥市森林消

防支队 50 人、护林员 30 余人第

一时间抵达火灾现场。现场指

挥员立即对火场进行观察，根

据火场气温、风速、风向、火势

等现场情况，做出明确判断，确

定火场突破口，明确了具体火

灾扑救战术战法，科学部署各

小组进入火场参与扑救。整个

演练过程中，参战人员精神饱

满、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动作

精准迅速、设备操作熟练，以良

好的战斗作风圆满完成了演练

任务，达到了预设要求和既定

效果。

此次实战演练有效检验了

森林消防和护林员队伍战备工

作落实情况，强化了应急战备

意识、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和遂

行任务能力，提高了消防员、护

林员森林草原防灭火战备意识

和协同作战能力。

本报巴宜电（记者 袁海霞）近 年 来 ，林 芝 市

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持续加大河道管护力

度，全市水域岸线合理保护利用，完成主要河湖

管理范围划定及 7 个县区河道采砂编制工作，

河湖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水生态持续向好，全

市 重 要 江 河 湖 泊 水 功 能 区 主 要 水 质 达 标 率

100%，河湖长制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据了解，按照“党政主导、河长负责、部门协

同 、群 众 监 督 、全 民 参 与 ”的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原

则，林芝市配齐配强各级河湖长，全市共设河湖

长 1104 名 。 各 级 责 任 河 湖 长 坚 持“ 一 线 ”工 作

方法，带头研究河湖管理重难点问题，深入基层

检 查 指 导 河 湖 长 工 作 ，守 好 各 自 的“ 责 任 田 ”。

2021 年上半年，市级责任河湖长及联系服务单

位累计巡河湖 29 人次，有效带动基层河湖长履

职尽责，全市各级责任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调研

1890 人次。

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每月排查

河 湖“ 四 乱 ”问 题 ，严 格 问 题 认 证 ，按 照 一 般 问

题 1 个月内整改完成、重大问题 3 个月内整改完

成的基本要求，推进问题整改落实落地。对自

治区卫星遥感监测发现的疑似“四乱”问题进行

现场复核，并对属实问题进行整改。结合环境

整治清理河湖沿线垃圾，引导 1764 名水生态岗

位人员参与河湖督导巡查。

同时，加强污染防治，按照“一控二减三基

本”总体要求，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积

极推广有机肥使用，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面源污

染 。 严 禁 产 能 过 剩 行 业 和“ 三 高 ”企 业 进 入 林

芝，加强现有企业在线监督，完成巴宜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在线监测

设施安装，实现废污水处理在线智能监控。各级

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医疗废物要求进行分类预处

理、收集、交接、运转，收集转运感染性、损伤性、

药物性、化学性、病理性医疗废物，做好消毒处

理。投入 3.98 亿元，完成巴宜区、米林县、工布江

达县、波密县、朗县、察隅县等县城污水处理及

收集系统建设，日处理污水总规模达 2.65 万吨。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据了解，由

中国民间自然保护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

心负责开展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生物多样

性调查项目已完成了第一年的调查，共记

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4 种、二级保护

动物 22 种。多个点位均拍摄到云豹、金

猫、豺等顶级食肉动物同域共存的情况。

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长 504.6千米，是世

界上最大、最深的峡谷。该大峡谷同时是

世界上山地生态系统类型、植被类型、生

物群落最丰富的峡谷，是全球 34 个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1 月，为调查

和补充该区域鸟兽多样性数据，调查人员

在保护区内的林芝市墨脱县、波密县、米

林县选择了 6 个海拔不同的样区，布设 80

台红外相机。

截至 2021 年 11 月，红外相机共记录

到野生动物 80 种，包括兽类 36 种、鸟类 44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4 种，包含了

云豹、豺、金猫、大灵猫、喜马拉雅鬣羚、不

丹羚牛、赤斑羚、棕尾虹雉、白尾梢虹雉、

灰腹角雉、黄喉雉鹑、林麝、马麝、黑麝。

另外，还拍摄到 9 个之前该区域内红外相

机监测未拍摄到的物种，分别为狗獾、黄

鼬、黄腹鼬、棕熊、灰头小鼯鼠、黑白飞鼠、

灰鼯鼠、大噪鹛、白尾梢虹雉。

调 查 显 示 ，雅 鲁 藏 布 大 峡 谷 国 家 级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区域，多个点位均拍摄到云豹、金猫、

豺 等 多 种 顶 级 食 肉 动 物 同 域 共 存 的 情

况，这里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支撑了高

密度的有蹄类，为顶级食肉动物提供食

物和生存繁衍空间，同时也保证了该区

域顶级食肉动物的种群稳定。

昌都市

举行林草防灭火实战演练

林芝市

多举措稳步推进河湖长制工作

图为昌都市林草防灭火实战演练现场。

（图片由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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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

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植物，拉

萨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认 真 贯 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 保 护 法》等 法 律 法 规 ，建 立

健全各项保护管理措施，开展

重点保护执法专项行动，严厉

打 击 破 坏 野 生 动 植 物 资 源 的

各类违法行为，切实加强对野

生 动 植 物 的 日 常 保 护 和 管 理

工作。

“近年来，全民生态意识不

断提高，市民保护野生动植物

的参与度大大提升。拉萨市林

业和草原局开设举报热线，极

大地推动了拉萨市保护野生动

物执法、普法工作。”拉萨市林

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说，线

上线下案件办结率有效提高，

出重拳打击商贩侥幸心理，大

力度开展阶段性、持续性整治

工作，拉萨市野生动物违法行

为逐年递减。

2020 年 以 来 ，通 过 举 报 电

话，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办结 8

起举报案件，罚没疑似保护动

物 制 品 9 件 。 2021 年 上 半 年 ，

成功救助野生动物 22 只，其中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5 只 ，国 家

二级保护动物 17 只。

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

着力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姆）近年来，昌都市

林业和草原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全力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保护

昌都现有森林草原资源，扎实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

据了解，2021 年，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严格

按照“四个不摘”要求，持续保持生态帮扶政策

稳定，精准分配落实生态保护岗位，筛选生态保

护岗位 1.85 万人。

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建立市、县区森林草原

防火指挥部，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压实责

任，制定印发了“昌都市森林草原防火十一个严

禁”。联合应急、公安、森林消防等部门开展森

林草原防火督导检查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同时，深入开展“六进”活动，在重点林区、重

要道路、重点卡口，设立醒目的森林草原防火宣

传警示牌，在 10 台公交车身喷涂防火宣传标语，

租用城区公交站台大型广告牌 2 块，发放宣传

单、宣传环保袋上万份（个）。

制定“防火码”张贴在全市各林地、保护区、

森林公园，积极将各类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开展情

况登记到“互联网+森林防火督查信息系统”，有

效提升了检查效率。

此外，还建立了“智慧+”短信业务，各类人

员在进入昌都，经过邦达、然乌湖、卡若区等重

点林区草原时都会接收到短信提醒，提升森林草

原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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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那曲市着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多措并举提

升水土保持监管水平，营造了全民水保的

良好氛围。

图为那曲市水利局工作人员对索县

水土保持工作、县城防洪堤工程建设进行

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 曲珍 摄

强化监管

保护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