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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朗

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以加强河湖治理保护、改善河湖生态

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为工作目标，按

照明确责任、协调有序、监督严格、区域

协作、保护有力的总体要求，深入推进河

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一体化治理，取得了良好成

效。

按照“建立管理机构、明确工作目

标、落实管理责任、严格管理考核”的要

求，朗县调整充实了以县、乡、村三级河

湖长为主要内容的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和

领导小组，对县域内 24 条主要河流及 4

个湖泊全部落实具体责任人，确保工作

有人抓、能落实、见效果。朗县每年召开

总河长会议暨水利工作会，就抓好河湖

长制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严格落实“一岗

双责”要求，及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

班子成员河湖责任。朗县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从 2018年起，每

年安排 100万元作为专项经费。

为了做好河湖长制工作，朗县不断

提升县、乡、村三级河湖长理论知识学习

能力，鼓励其充分运用中国干部网络学

院“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网上专题班”

平台进行学习；严格落实《朗县河湖长制

工作考核办法》《工作督察制度》《考核问

责与激励制度》《验收制度》《巡河制度》

等制度；充分利用“西藏朗县”“朗县水

利”微信公众号、政府新闻网站、朗县电

视台等平台宣传河湖保护知识，共张贴

宣传标语 2500 余份，制作宣传栏 100 余

个，营造了全社会参与河湖治理保护的

浓厚氛围，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到河湖守护中来。

河湖治理，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

上 。 随 着“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冰 是 生 命

共 同 体 ”理 念 深 入 人 心 ，近 年 来 ，朗 县

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河湖面貌持

续向好。

朗县创新工作方式，探索“河湖长+

检察长+警长”协同工作机制，为跨县河

流联防联控联治，加强巡河沟通协调打

下坚实基础。2021 年朗县启用 APP 巡河

系统，实现巡河智能化，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同时，制作朗县县级河湖长巡河提

醒函，规定市、县、乡级河湖长按要求积

极巡河。2021 年，县级河湖长巡河 104

次，乡级河湖长巡河 528次。

数据赋能，“智慧”加持，治河正向

“智”河转变。朗县借助卫星遥感、大数

据等技术，积极推动河湖管护工作更加

精细，治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

乱”问题成效显著。2021 年朗县共开展

河湖“四乱”问题专项整治 40 余次，出动

人力 4000 余人次，清理垃圾 50 余吨。同

时，科学编制完成《雅鲁藏布江林芝市朗

县段河道采砂规划（2020－2025）年》《朗

县砂石整治实施方案》《朗县河道非法采

砂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规范了河道红线

内和红线外采砂要求。2021 年，朗县投

入 392.68 万元治理雅江沿线水土流失、

投入 100 万元实施工字弄曲两岸森林抚

育和河道清理、投入 60 万元搬迁临近河

道垃圾收集池。

朗县坚持以县乡级为主要抓手、村

居为单元、农牧民为主体，充分发挥五员

治 水 队 伍（专 家“ 指 导 员 ”、环 保“ 关 口

员”、校园“先锋员”、企业“治水员”、社会

“监督员”）作用，从发改委、住建局等行

业部门聘请专家“指导员”出谋划策，分

点负责、定点指导，全程参与治水；从环

保部门聘请环保“关口员”强化监督，定

期督查、掌握实情；从教育领域聘请校园

“先锋员”先锋示范，助推河长制进校园；

从企业基层经验丰富工作人员聘请企业

“治水员”严把源头，日常巡查、排除隐

患；从本地离退休老干部中聘请社会“监

督员”全面监督，保持高压态势，切实压

实治水、监督责任。同时，成立县级河湖

巡河大队，实现朗县大小河流治理工作

全覆盖。

无论是承载乡愁的家乡河湖，或是

山间丛林里的无名溪流，朗县各级河湖

长上岗履职、全力治水，点滴努力，只为

让汩汩碧水在山川草原间迤逦穿行。随

着河湖长制在朗县持续全面推行，河净、

湖清、岸绿的美好图景，已呈现在眼前。

守护碧水清流 构筑生态之基
—朗县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本报通讯员 巴桑布芝

本报拉萨 7月 13日讯（记者 杨

小娟）近日，西藏红色电信史陈列馆

成 功 入 选 拉 萨 市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并更名为“西藏红色通信史陈列

馆”，成为我区首家获得该殊荣的通

信行业发展史陈列馆。

据了解，该陈列馆于 2021 年 3 月

启动建设，同年 5 月 17 日正式开馆。

展馆以西藏通信业 70 年来的发展历

程为主线，围绕“沧桑巨变”“砥砺奋

进”“创新发展”“启航新征程”四个

阶段，收纳图片 260 余幅，展览文字 3

万余字，展示历史物品 87 件。自开

馆以来，该陈列馆先后接待各单位

党员和群众参观学习，共计 240 余场

次、6000 余人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

下一步，该陈列馆作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将以更加鲜活、生动、

直 观 的 形 式 持 续 推 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内容、形式、方法创新，让更多党

员 干 部 群 众 更 加 深 切 地 感 受 到 西

藏通信发展的艰辛历程，进而增强

企业发展自豪感，不断开创工作新

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本报拉萨 7月 13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哲学社会

科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进区

内社科专家学者学术交流，近日，自

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第

四期“新时代西藏社科讲坛”。

讲 坛 邀 请 自 治 区 党 委 党 校 副

校长万代玺作了题为《意识形态工

作方法与案例》的学术报告。万代

玺以生动平实的语言、翔实的案例

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情况、

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多重考验、做

好 新 时 代 意 识 形 态 工 作 的 规 律 性

认识、西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方

法 路 径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集 中 阐 释 和

系统讲解。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

容丰富、重点突出、案例生动，听后

深受启发，很有意义。

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辅导员

李文清说：“讲座中，老师给我们介

绍 了 很 多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工 作 方

法，对我们很有帮助。”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举办第四期“新时代西藏社科讲坛”

西藏红色电信史陈列馆入选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拉萨 7月 13日讯（记者 王香香）13 日，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公安机关执

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新闻发言人，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

员陈士渠介绍，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公安执法规

范化建设工作。2018 年 1 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

公厅、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全

区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深化

全区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

基本原则，从 8 个方面提出 38 项具体工作措施。区公安

厅先后出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全区公安机关深化

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的实施意见》《西藏

自治区公安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引领全

区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区公安厅历时四年推动《西藏

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以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区

公安厅牵头推动《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

理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出台，将于 2022 年 9 月 1 日

正式施行。《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的修订也已进入

人大审议阶段。

健全执法制度体系。区公安厅出台《西藏自治区

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西藏自治

区公安机关执法用语指引》《西藏公安机关警情处置规

定》等制度，逐步覆盖了从接处警到案件终结的全部执

法过程。

落实受案立案制度改革。各级公安机关围绕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报案不接、接案后不受案不立案、违法

受案立案等问题，进一步细化受立案工作流程、明确受

立案证据标准，均制定出台了受立案改革工作规定，积

极推动“三个当场”（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

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

的方式和途径）落地见效。目前，全区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均已成立案管中心。

加强执法信息化建设。全区公安机关结合公安大

数据建设，积极推动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系统

升级改造，实现案件网上录入、网上流转、网上审批。

全面加强执法质量考评。为强化公安机关内部执

法监督，落实执法责任，区公安厅制定《西藏自治区公安

机关执法质量考评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案

件质量评查办法》等文件，指导全区各级公安机关不断

加大考评力度，通过实时考评、阶段考评、定期考评、年

终考评等方式，提高执法办案质量。

推进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建设。全区各级公安机

关相继成立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定期分析研判执法形

势，研究解决疑难复杂执法问题。《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

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定》被公安部法制局评选为

全国优秀执法制度。

推进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改造。各市地公安

机关认真贯彻落实《西藏公安机关执法场所功能区设置

基本规范》《西藏公安机关执法场所功能室设置基本规

范》《西藏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管理和使用规定》，因

地制宜、科学推进执法办案场所建设和升级改造。截至

目前，全区公安机关已建执法办案场所 375个。

稳步推进涉案财物管理场所建设。区公安厅制定

《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全区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也对应出台细化管理制度，让涉案财物和

证据来源去向更明晰、管理存放更有序，有效防止了丢

失、毁损以及物账不符等问题发生。各级公安机关结合

实际，建立起专门的涉案财物保管场所。截至目前，全

区公安机关共建涉案财物专门管理场所 139个。

区公安厅法制总队总队长次仁旺拉回答了记者提

问。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我区公安机关持之以恒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本报拉萨 7月 13日讯（记者 杨

小娟）13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

副主席肖友才主持召开自治区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专题会议，研究讨论《西藏自治区贯

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报告整改方案（审议稿）》，听取各

市地和区直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

肖友才指出，《整改方案》通篇

贯穿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具体要求，细化了整

改措施和任务清单，厘清了整改责

任和具体要求。整体思路清晰、结

构合理，内容全面、措施具体，充分

体现了自治区坚决落实整改的决心

和意志，逐项明确了各项督察整改

任务的思路和举措，符合中央督察

组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

肖友才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

扛 稳 扛 牢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政 治 责

任，坚持“严”的总基调，坚决有力落

实整改各项任务，切实达到以改促

“责”、以改促“建”、以改促“行”、以

改促“效”的目的，以高质量整改成

效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肖友才在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

高质量推动整改工作

立足青稞多元化高科技转化产业链，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加强生物科技研发、特色产品深加工、青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去年以来，该公司在本地收购青稞超

过 1100吨，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生产车间工作。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上接第一版）

2021 年，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北京林业

大学专业研究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牧草种植又上了一

个新台阶——油菜与牧草混合种植。

盛开的油菜花不仅是金灿灿的美景，还是营养丰富的

牧草。收割后留下来的油菜秆地更是牛羊们的冬季牧场。

“每年 9 月份左右，我们收割牧草时，会把草场里的

草根和油菜秆留下来，不仅可以保持水土不流失，还可

以把圈养的牦牛放到草场里吃油菜秆，这样牛的奶质和

肉质也会更好。”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负责人

明加塔说起人工种草项目，滔滔不绝，“同时，牦牛留下

来的牛粪也有助于改良土质，让土壤变得更肥沃，第二

年的牧草也会长得更好。”

但是，示范基地的技术人员和凯玛村的群众并没有

就此满足。经过多年的人工种草试验探索，大家发现，

现在种的牧草和油菜花都是一年生，每年收割牧草后，

土地有大半时间是空置的。这对于草场的生态修复来

说，不是长久之计。

经过科研人员的多次试验，今年 4 月底，基地组织

群众在油菜籽中混播了 5000亩的披碱草。

披碱草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具有耐旱、耐寒、耐碱、

耐风沙等特性，有助于草场生态修复。如果今年的试验

成功，这片草场以后将会全部改种披碱草。

7月份正是凯玛村最美的时候，一眼望去，无边际的

黄色花瓣铺展开，随风摇曳，在蓝天白云和草地的映衬

下显得更加热烈璀璨，美不胜收。

油菜花海旁，有数不清排列整齐的石头堆，每一颗

都是当地干部群众从草场里捡出来的。如今，它们静静

地立在草场边，如丰碑一样，见证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

也见证了凯玛村干部群众 40年来的努力与坚持。

以后，在凯玛村或许再也看不到壮观的油菜花海

了，但是，这里将会诞生一片崭新的草原，和这里的牧民

一起，迎接美好新生活。

（上接第一版）

“走吧，走吧，你不走，我不走，

我们的土地，谁来守？”

……

到杰罗布定居，这对次仁罗布

和白玛卓嘎两口子来说，是个天大

的事情。经过很长时间的盘算和心

理斗争，他们最终决定动身。

2012 年夏天，夫妻俩从拉郊乡

出发，到了杰罗布。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看

到两间简陋的白牧屋静静立在山坡

上，白玛卓嘎知道已经到了。

从索朗群培和明久扎西两兄弟

开始，陆陆续续有牧民搬进来，次仁

罗布和白玛卓嘎两口子的到来，让

杰罗布的人口增加到 8户 16人。

同一年，10 个总重 2000 斤的界

碑被送到杰罗布的山上。时任拉郊

乡党委书记的古桑旦增带领牧民，8

人一组，翻过山、穿过大森林，肩扛、

手抬、拖拉，用上一切办法，花了整

整 4 天时间，把界碑全都立在了中不

（丹）边界线上。

那界碑上鲜艳的“中国”字样和

红五星仿佛定盘星一般，让杰罗布

的 群 众 踏 踏 实 实 感 受 到 了“ 国 ”与

“家”的力量。

牧 民 次 仁 拉 姆 说 ：“ 立 碑 的 时

候，我们家去了两个男人。有了界

碑，我们放牧守边更有底气。”

人口增多了，杰罗布的生活似

乎也没有那么孤独了。尽管仍然没

有水、没有电、没有网，吃穿用度全

靠从乡里运进来，但 8 户人家日出赶

牛放牧，日落回牧棚休息，定期结伴

到哨点巡山，在安静平凡之中，把根

深深扎进了大山里。

2022：山河换了新容颜

2016 年，杰罗布行政村建立，拉

郊乡通往杰罗布的碎石路铺通，“隐

秘”的山外“孤岛”不再孤独。

2018 年，杰罗布小康村建成，牧

民们住进宽敞的新房，牲口也有了

过冬的暖圈。当年，杰罗布人口达

到 10户 23人。

2021 年 11 月，17 户 65 人搬迁入

住，杰罗布村放牧守边大家庭增至

27 户 88 人，村里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商店、茶馆等一应俱全。

今年，拉郊乡至杰罗布村的柏

油路将全面铺通，这个边陲村落迎

来发展新机遇。

“以前交通不好，一到冬天就大

雪封山，必须赶在 9 月份去一趟乡

里，把一年的粮食都驮回来。吃的

也不好，土豆萝卜都是好菜。现在

好了，一星期能去乡里好几趟，一年

四季各种蔬菜水果和肉蛋奶都能吃

上，村里还建了温室大棚，冬天下大

雪都有青菜吃。”牧民次仁达娃说。

次仁达娃和扎西拉姆 2012 年就搬了

进来，10 年间，他们的生活变迁就是

杰罗布发展的最好诠释。

郭 振 立 是 村 里 唯 一 的 汉 族 搬

迁户。去年 11 月，他和妻子自愿从

洛扎县生格乡搬到杰罗布，半年多

过去了，这片遥远的土地成了他真

正的家。他说：“再苦也比过去甜，

再 远 也 没 过 去 难 ，这 里 吃 得 好 、住

得 好 、政 策 好 ，在 这 里 生 活 很 踏

实。”

骀荡春风拂青山，终究是换了

人间。

人口在增加、交通在发展、乡村

在 改 变 ，远 去 了 艰 难 的 岁 月 ，不 变

的，是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

的一颗颗红心。

五星红旗在家家户户的屋顶猎

猎作响，抬头看到群众漆在巨石上

的殷红五角星，索朗群培说的话“杰

罗布是我的家，我要守在这里，直到

走 不 动 的 那 一 天 ”再 次 回 荡 在 耳

畔。（记者 刘枫 达娃次仁 张韬 德吉

卓嘎 扎西白玛）

“杰罗布是我们永远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