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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为民，治水惠民。近年来，自治区、拉萨市积

极践行新时期治水思路，以民生水利为重点，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水利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举措，加快水

利建设，强化水利管理，深化水利改革，推进拉萨市水

利事业再上新台阶。

目前，拉萨市有 18 座水库，总库容为 14.81 亿立方

米。其中大型水库 2 座（旁多、直孔），总库容为 14.54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 1 座（虎头山水库），库容为 0.15 亿

立方米；小型水库 15 座，总库容为 0.12 亿立方米。全

市农村集中供水 1358 处，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任务

全部完成，解决了 28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全市供水总

量达 6.9421亿立方米。

“拉萨的后花园”——林周，不仅四季自然风光优

美，还是高原精灵黑颈鹤越冬的天堂。林周县地处拉

萨市北面，是拉萨旅游北环线重要节点之一。拉萨市

内的 5 座水库坐落在林周县境内，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

开始陆续建设，水库的建成为林周县农林牧业生产与

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推动了林周县农林牧业

的可持续发展。极大改善了拉萨市及周边生态环境，

助力美丽西藏建设，确保了西藏天更蓝、水更清。

位于拉萨河中游，林周县旁多乡境内的旁多水利

枢纽工程是国家西部大开发 10 周年确定的 23 个重点

项目之一，是西藏自治区“十一五”重点水利建设项目，

是西藏直管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并相继创造

了同等及以上海拔地区最深大坝防渗墙、最大库容、最

大单机容量、最长输水隧洞及抗震烈度最高大坝等多

项纪录。

旁多水库作为拉萨现有的两座大型水库之一，已

被确定为拉萨市主水源地，未来预计每年将向拉萨市

及周边地区提供约 1.3 亿立方米生产生活用水，可大幅

度提高拉萨市工业用水保证率，减少拉萨市区地下水

开采，使地下水资源逐步恢复正常水平。旁多水库在

保证自身安全度汛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了拉萨河流

域防洪标准，为确保拉萨河流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拉

萨市诸多文化遗产、著名景点和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安

全及党、国家和全国人民鼎力支援西藏成果安全提供

了坚实保障。

虎头山水库位于林周县境内，是鸟儿们的主要夜

栖地。虎头山水库两面夹山，背风向阳，沼泽里水生植

物丰富。和南部林周的大多数村庄一样，这里以农耕

为主，成片的农田相连，收割后的残秣撒落在田间地

头，头年的庄稼杆堆在空地上，成了鸟儿们休息时天然

的窝。

提起虎头山水库，一幕幕红色记忆呈现在记者眼

前，当年 8 个组的 1000 多名队员齐聚虎头山脚下，夜以

继日奋战在虎头山水库的建设工地。本地一些年龄稍

大的村民都清楚地记得修建虎头山水库的艰辛，村民

们和知青们同吃、同住、同行，为林周县子孙后代留下

了最宝贵的财富。如今的虎头山水库，几十年如一日

地哺育着周围上万亩良田、湿地、森林。

当年修建虎头山水库时，林周县强嘎乡典冲村仁

青岗组村民格桑多吉老人刚满 33 岁，他见证了虎头山

水库建造的全过程。“现在看到我们修建的虎头山水库

灌溉着 4 万亩良田和湿地、森林，我觉得自己能成为修

建虎头山水库的一员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值得骄傲的

事情。水库建成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从未因干旱

天气而担忧过，看到水库对我们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

用，看着后人们脸上的笑容，我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格桑多吉老人对记者说。

在当时艰苦的年代，进藏干部和知青与当地老百

姓同心协力大搞基础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利用 3 年

时间修建了虎头山水库，为林周县农林牧业生产与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推动了林周县农林牧业的

可持续发展。直到现在，许多老人在经过强嘎乡时，都

会向晚辈们讲述当年修建虎头山水库的经历与故事，

让后人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到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

1972 年、1974 年、2003 年、2009 年……到 2021 年，

虎头山水库、卡孜水库、春堆水库、旁多水库、直孔水

库、帕古水库等水库的建设，对水利事业的发展，兴水

利、除水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解决了灌

区灌溉用水保障不足的问题，保障城乡供水安全，进一

步提高了供水保障能力。

2021年，一座以解决县域人畜生活用水、沿线农业

灌溉、工业供水的民生工程帕古水库在尼木玛曲左岸

帕布曲上开工建设。这是一座百姓翘首以盼，各方高

度关注的重点项目。工程总投资 7.3474 亿元，总工期

42 个月。水库枢纽区海拔 4600 米，据统计，这也是目

前世界在建海拔最高的水库。帕古水库的建设，将解

决沿线 4 万余亩农田灌溉、草地缺水，县城 3.5 万余城

乡居民生活、牲畜、高新技术示范园用水水质差、缺水

问题，对增加载畜能力，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保障尼

木县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铿锵有力的誓言久久回荡在高原之巅。2021

年 5月 25日，中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帕古水库工程临时

联合党支部成立仪式上，全体党员郑重宣誓。2021年 9

月 8日，拉萨市帕古水库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鲜红的党旗、先锋队队旗插在了施工现场，党员先

锋队紧扣工期，重点突破，攻坚克难。先锋队队长、副

队长每天十多个小时在现场统筹指挥，不计个人得失，

无怨无悔，全体党员身先士卒、带头冲在前面，在党旗

的指引和党员行动的感召下，施工现场形成了强大的

攻坚克难的力量，原本宁静的施工沿线村庄也随之热

闹起来。汽车及施工机器发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犹

如一首完美的音乐在耳边响起。

帕古水库工程自开工以来，项目部始终以“建好一

座水库、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为引领，主动发

挥“辐射优势”，根据项目特点和工程所在地情况，本着

“发挥优势、当地优先”的原则，主动对接县、乡两级政

府，在吸纳农牧民就业、地材使用、机械设备租赁等方

面向当地倾斜。

“很幸运，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既增加了收

入，又能照顾到家庭。”项目部招聘的当地保洁员卓玛

吉说道。自项目开工以来，为当地提供多类就业岗

位，覆盖了近 46%的家庭。扶贫必扶智，项目部通过

组织开展浆砌石、模板、混凝土施工等专业技能培训，

提升了农牧民技能，实现从“学徒”到“熟练工”的转

变。 从开工至今，工程建设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就

业 1525 人次，租用当地机械、设备 1.6 万台次，带动当

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一台台运输车辆在蜿蜒的路上穿梭，施工机械不

时发出震耳的轰鸣声，似乎试图唤醒沉睡的大山……

各项工作都在有序进行，不久的将来，在这崇山峻岭之

间，将出现一汪碧水，滋润万物生灵，它就是正在建设

的帕古水库。

压题图片：林周县虎头山水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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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在尼木县境内帕古水库施工。

林周县虎头山水库。

施工人员在尼木县境内帕古水库施工。

林周县卡孜水库附近觅食的黑颈鹤。

林周县虎头山水库。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央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