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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深入开展，日前，洛扎县组织机关干部、政法

干警和师生、群众，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等为主

要内容，以“读经典 树新风——喜迎党的二十大”为主题的朗诵比赛。

图为获奖者合影。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本报桑日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桑日县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

推进会上了解到，该县坚持不懈抓落

实，推动党员干部作风持续转变、责

任显著增强、落实更加有力、服务切

实提升。

桑日县坚持抓实自查整改，对标

对表查摆自身不足，查找工作短板，建

立整改清单，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抓

实诉求反馈，充分利用问题线索举报

电话、电子邮箱、举报信箱，倾听各领

域的呼声诉求，并及时搜集整理问题

线索，积极回应群众和社会关切，打通

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抓实

调查研究，深入到困难大、矛盾多和情

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切实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抓实督导检查，坚持

全面检查与专项督查、明察与暗访相

结合，加强督查结果运用，对查实的问

题坚决纠正、问责到人。

本报扎囊电（记者 段敏）近年来，

扎囊县坚持精准施策，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扎囊县通过“宣传倡导、服务指

导、示范引导、监管督导”机制，积极

引 导 农 牧 民 群 众 参 与 村 庄 清 洁 行

动 。 聚 焦 重 点 ，“ 以 点 带 线 、以 线 带

面、以面带全”，稳步推进“三清一改”

“厕所革命”等工作。截至目前，扎囊

县共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878 吨、村内

水塘 129 口、沟渠 825 公里、河道淤泥

300.5 吨、废旧机械 12 台、秸秆乱堆乱

放 267 处 、畜 禽 养 殖 粪 污 等 废 弃 物

238.22 吨，发动农牧民群众投工投劳

27409 人次。与此同时，扎囊县勇于

探 索 ，形 成 长 效 机 制 。 通 过 开 展 春

季、秋冬季村庄清洁行动综合考评，

形成周五常态清扫日、“每周小评比、

每月一大评”环境整治机制，从根本

上解决了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相关会议上了解到，山南

市切实扛好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坚持不懈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力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山南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全 面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优化空间开发格局，

严守三条控制线，加强森林、湿地、草

原保护，全力建设雅江中游“百里生

态走廊”、沿喜马拉雅北麓生态廊道，

形成青山环抱、绿水萦绕的美丽山南

新格局。坚持预防为主，接续推进污

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工作方针，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确保城镇空气优良

率得到实质性提升、主要江河湖泊水

质持续稳定优化、土壤环境保持持续

稳定。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整改环保

突出问题，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分门

别类、对号入座，形成整改方案、拉出

整改清单、明晰整改措施、压实整改

责任，全力整改存在的问题。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压实各级各方责任，认

真贯彻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按照管发展必须管

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

须管环保的要求，扛起监管职责、压

实责任链条，有效遏制生态环保领域

违法违规问题发生。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

者从山南市重点项目工作推进电视

电 话 会 上 了 解 到 ，该 市 聚 焦 重 点 项

目，把握关键环节，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协调高质量发展。

山南市坚持加强项目研究，抢抓

机遇、超前谋划，强力推动一批利当

前、管长远的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全

面落实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联审联批

制度，切实解决流程长、时限长、周期

长的问题，科学依法依规合并流程、

缩短时限。紧盯每个项目、跟进各个

环节，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进度，

以实际投资和实物工作量支撑经济

增长拉动需求。着力在优化服务、协

调对接、跟踪督导上下功夫，推动招

商引资取得新突破。建强平台，强化

引导，持续在抓市场、抓对接上狠下

功夫，建立需求与供给对接机制，促

进群众稳定持续增收。严把材料关、

工序关，严格按图施工，狠抓项目规

范化管理，坚决防止出现工程质量安

全问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彻落实到

项目建设施工全过程、各方面；坚持

生命至上理念，将安全生产要求贯穿

项目施工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

慎终如始，将从严从紧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落实到项目建设施工的全过程、

各方面；坚持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将

党风廉政建设规定要求贯彻项目施

工全过程、各方面。

在山南市乃东区结莎社区一组，有

这么一位老人，他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

章摆满了书架，黝黑的皮肤饱含岁月的

风霜，一颗红心始终坚定着跟党走的信

念，他就是老党员旦增。

暮春时节，阳光透过窗户温柔地照

进屋子，走进旦增家温馨的客厅，他正

陪着老伴儿以及三五邻居，喝酥油茶、

拉家常，欢声笑语不断。

1944 年，旦增出生在结莎，那时候

的西藏还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他经历了

旧西藏的苦难、新西藏的甜蜜，亲身经

历和见证了西藏的发展与变迁。

西藏和平解放后，旦增受到组织的

信任，被派到桑日县绒区当生产队长，

并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洗礼。

“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要坚持走

社会主义道路，要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

建 设 ……”旦 增 至 今 还 记 得 当 时 开 展

“三大教育”的部分内容。他说：“在开

展生产工作的同时，通过不断学习党的

理论和政策，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深刻

地感受到了党为西藏人民谋取的利益，

那时候我就特别想入党。”

旦增在工作上的积极表现，得到了

组织和群众的肯定。“1966 年，我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全县只有

十几个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的人更是少

之又少，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在旦增心

中，22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非常光

荣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旦增是一个非常节

俭的人，衣服鞋子常常穿到开线、开胶

仍然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再接着穿。

但是，看到有困难的群众，他却常常自

掏腰包、倾囊相助。

上世纪 60 年代的西藏，民主改革刚

刚完成不久，许多群众仍然生活困难。

那时候，旦增每月的工资仅仅几块钱而

已，他却常常拿着这不多的工资帮助困

难群众。

由于积极主动、工作努力，入党第

二年，旦增就被评为“五好党员”，还获

得了 30元钱奖金。这些钱，他拿出 20元

购买了生活用品、糌粑、水果等，送给了

村里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

后来，旦增回到当时的乃东县结莎

村 人 民 公 社 。 1984 年 ，结 莎 村 换 届 选

举 ，他 被 群 众 推 选 为 结 莎 村 村 委 会 主

任，直到 2002 年才正式退休。这十几年

的工作，最让他自豪的还是自己在调解

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那些年，打架、

偷盗的事时有发生，他一边为派出所提

供案件线索，一边做好群众的思想教育

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治安工作

好了很多，邻里相处也很和谐，调解工

作进展顺利。因此，他还获得了自治区

的表彰。

“虽然退休了，但我的思想还没有

退休。”退休后，旦增还在发挥余热，一

边协助公安等部门，提供纠纷案件线索

并主动参与调解工作，一边担任义务宣

讲员的角色，向辖区群众和未成年人开

展思想教育工作。

旦增说：“现在党的政策越来越好，

每季度都会发放 1600 元的补助，各级部

门也经常派人来看望慰问，我从心底里

感恩党、感谢党！”

如今，四世同堂的旦增，每日闲庭散

步、含饴弄孙。此外，他推荐西洛、卓玛

等 17 人入党。这些人中，有当过村委会

主任直到退休的。在他的影响下，儿子

刚组、孙女婿洛桑欧珠也先后入了党。

“一切听党指挥、听组织安排，组织

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旦增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春日的雅鲁藏布江，上下天光，一

碧万顷。微风徐来，杨柳依依，鸥鸟阵

阵；过客驻足，游人忘返……一幅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画卷映

入眼帘。

近年来，山南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紧紧围绕“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

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任务，筑牢织密

守河、护河、治河的责任网、制度网、监

督网，全力打造健康河湖、美丽河湖、幸

福河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强化顶层设计——
全面加强河湖保护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解决我国复杂

水问题、保障国家水安全，从生态文明

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

重大决策。

2017 年以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设置河湖长 1800 名，建立了市、

县、乡、村四级河湖长管理体系。同时，

制定了《山南市河长会议制度》，出台了

《山南市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山南

市羊卓雍错保护条例》，从顶层设计上

为河湖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纲举目张。这些制度、条例扎实有

力地保障了山南市河湖长制工作全面

开展。据统计，2018 年以来，山南市累

计开展巡河巡湖 10 万次。其中，2021 年

巡河巡湖 1.8万次。

今年以来，隆子县三林乡和往年一

样，组织志愿者对色曲河河道垃圾进行

清理。色曲河三林乡段乡级河长刘祥

棋告诉记者：“按照上级要求，我们每周

组织 7个村级河长开展巡河 1次，定期察

看色曲河沿岸环境是否存在破坏，水资

源有无污染。”

同时，三林乡坚持把色曲河保护工

作与人居环境整治“流动红旗”考评、先

进“双联户”创建评选、乡村振兴等工作

相结合，形成机关干部、驻地部队和群

众人人参与河道治理的良好氛围。

“几年来，各级河湖长‘既挂帅、又

出征’，认真巡守各自河湖‘责任田’。

同时，广泛发动各方力量，形成党政牵

头、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河

湖管护责任链，推动河湖长制从‘全面

建立’到‘全面见效’。”山南市总河长办

负责人沙金财介绍。

坚持问题导向——
打好碧水保卫战

2021 年 10 月，针对存在的问题，桑

日县组织人员拆除了努卡村砂石场的

设备，清理了建筑垃圾，平整了土地。

今 年 3 月 ，桑 日 县 又 组 织 1000 余 名 干

部 职 工 到 该 地 开 展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活

动，让 200 余亩废弃砂石场和荒漠披上

了“绿装”。

近年来，山南市以重点开展河道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排查、河湖“四乱”问题排查等为

依托，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打击河

道非法采砂。据统计，自 2018 年以来，

山南市共取缔关停砂石场 30 家；整改销

号河湖“四乱”问题 45件。

“ 以 前 ，看 他 们 乱 采 乱 挖 ，大 家 都

很担心。现在，砂石场关停了，荒滩种

上了树，群众生活和安全有了保障。”

努 卡 村 砂 石 场 整 治 后 ，该 村 群 众 旺 杰

开心地说。

为了规范河道采砂行为，2019 年，

山 南 市 编 制 了 雅 鲁 藏 布 江 山 南 段 、当

许 雄 曲 、洛 扎 雄 曲 等 7 条 河 流 的 采 砂

规 划 。 同 时 ，全 面 加 强 河 湖 岸 线 保 护

与利用规划编制、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一河（湖）一策”方案等工作。针对哲

古 湖 等 河 湖 存 在 的 问 题 ，开 展 河 湖 健

康 评 价 ，加 强 涉 河 湖 建 设 项 目 论 证 审

批 和 监 管 。 狠 抓 水 污 染 防 治 ，对 入 河

排污口进行排查、溯源、建档和监测，

持续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保护区划

定。

涉河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后，山南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高。

金沙财介绍：“目前，山南市‘四乱’问题

得到了有效遏制，河湖‘脏乱差’现象得

到 明 显 改 善 ，有 效 保 障 了 高 原 河 湖 安

澜，水体环境持续向好。”

推动全民治水——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守护好河湖，不仅要有决心和责任

心，更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为了

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营

造全民参与、共管共治的浓厚氛围，山

南市用责任担当回应群众关切，通过大

力宣传，推动全民治水，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

2021 年 ，山 南 市 藏 医 院 组 织 60 名

党员干部在雅鲁藏布江滨河路西段开

展“爱我山南、护我母亲河”环境整治

活 动 ，对 2 公 里 河 段 卫 生 进 行 了 清

理。“雅鲁藏布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保

护母亲是每一个儿女应尽的任责和义

务。”动员会上，该院院长巴拉次仁激

动地说。

2021 年 9 月，山南市第二届“跟着湖

长去巡湖”活动在哲古湖畔举行。山南

市一中 48 名学生被聘为“河小青”，一同

参与巡湖。“跟着湖长一起巡湖，清理沿

岸垃圾，我们也为保护美丽家园尽了一

份心、出了一份力。”活动结束后，该校

学生吾金卓玛开心地说。

为了进一步营造全民保护河湖的

良 好 氛 围 ，山 南 市 向 社 会 各 界 发 出 了

《关于加强河湖生态保护的倡议书》，号

召全民争当河湖生态保护的宣传员、战

斗员、监督员和守护员，共同建设“河

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的美好水环

境。同时，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综治宣传月”等节点，全面宣传河湖长

制的重要性，全力推动河湖长制工作扎

实开展。

努力不会被辜负，付出终有回报。

通过山南市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各族干

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奋斗，目前，山南市 1

部门获水利部“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1 人荣获“先进工

作者”称号。

如今的山南，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总
体 达 到 或 优 于 Ⅲ 类 水 体 ，为 努 力 做 到

“ 在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上 走 在 全 区 前

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绘就碧水清流美丽画卷
—山南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走笔

本报记者 段敏

乃东区老党员旦增：

一 颗 红 心 跟 党 走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周帅军

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全民动员、全民行动，全力保

护河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日前，浪卡子县组织干部群众开展

了以“减少污染 保护母亲湖”为主

题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以实

际行动保护好羊卓雍错。

图为该县学生在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保护河湖

人人有责

桑日县扎实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

扎囊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扛好政治责任 推动绿色发展

山南市全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聚焦重点项目 把握关键环节

山南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高质量发展

社址：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 邮政编码：850000 总编室：（0891）6338731 汉编部：6338730 记者部：6323995 广告业务：6322866 广告经营许可证：藏字号890024 本报印刷厂印刷 今日四版 零售六角 印完6时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