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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扎实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

让良好生态成为发展底色
人民日报记者 申琳

“没想到咱们这海拔 4500 多米的地方，如今也能

长树了！”30 岁的洛桑在温室大棚内拖着橡胶水管给 1

米多高的高山柳树苗边浇水边说，“这树种下不到两

年，要是在棚外肯定成活不了，再过一年就可以移栽

到户外了。”洛桑是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居民，去

年应聘到市林草局的育苗基地工作。

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 4000 米，有“地球

第三极”之称。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

时指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球第

三极生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西藏各地扎实推进造林

绿化、防沙治沙工程，为具备条件的荒山荒原披上绿

装，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亮丽的发

展底色。

面积 35万多平方公里的那曲市，平均海拔 4500 米

以上，树木生长周期仅 3 个月，大部分区域树木很难成

活。近年来，西藏会同科技部在那曲组织实施城镇植

树关键技术研发与绿化模式示范项目，由龙头企业联

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攻关，成功选育出青海云杉、祁

连圆柏、高山柳等 8 个树种，累计栽植 40 多万株，存活

30多万株。

广袤的雪域高原，正深入扎实开展造林绿化、退

化草原修复治理、重点区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一系列

重大生态工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曾经土地

沙化严重，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各族群众经过 40 多年

努力，在沿岸累计造林 4500 多万株。山南市贡嘎县到

桑日县之间，形成了长 160 公里、宽 1.8 公里、面积约 45

万亩的防护林带。2022 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

启动，涉及拉萨河流域的 9 个县（区）、35 个乡镇（街

道），计划用 10 年时间完成造林 200 万亩以上，当年已

完成营造林 14 万亩。2022 年，西藏全自治区完成营造

林 117.9万亩，修复退化草原 437.5万亩。

近年来，西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在藏东南

水草丰茂区域，林芝市开展雅鲁藏布江、尼洋河等重

要江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及水土流失防治，加快建

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在藏北草原，各级各部门持

续推进退牧还草、人工种草，使得草原植被盖度逐年

上升，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上推行网格化保护。

目前，西藏已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47个，80%以上

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

效保护。全自治区现有森林面积 1491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为 12.3%，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47%以上。主要江

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良好，7 个地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 99%以上。

2023 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以上，修复

治理退化草原 500 万亩以上。同时，进一步补齐基层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拉萨、日喀则、山南

“无废城市”建设。

为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去年 11 月公布的

《西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明确，按

照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思路，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占全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50%以上。“西藏将努力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努力在生态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西藏自治区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思想旗帜引领航向，进军号角振奋人心。连日

来，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采取多种形式持续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日前，日喀则市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领

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安排部署下

步工作。会议指出，要带着忠诚之心学习贯彻、带着

信仰之心学深悟透、带着自信之心奋进未来、带着强

国之心笃定前行、带着为民之心造福百姓、带着使命

之心干事创业、带着兴党之心激浊扬清、带着实干之

心团结奋斗，切实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坚持原原本本学、原原本本悟、原原本本训、原原本本

讲、原原本本做，切实在学懂弄通、学思践悟、学以致

用上下功夫，不断从中汲取政治分量、理论含量、精神

能量、实践力量，坚定不移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日

喀则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异答卷。

拉孜县委组织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专题会

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抓好学习，在读懂弄通、学深悟透

上下功夫，提升抓学习、抓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走深走

实。同时，要结合组织部、党校、强基办工作实际，当

好实践者、当好宣传员，既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

为推动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又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落地见效。

共青团日喀则市委员会党员干部、西部志愿者们

通过云视频、手机线上学习等方式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大家纷纷表示，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图盛景，是

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更是青年的。我们年轻一代

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年一代寄予的殷切期望，把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自觉服务“国之大者”，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青春新篇章。

桑珠孜区各驻村工作队坚持安排部署、学习宣

讲、营造氛围齐抓共管、协同发力，掀起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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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2月 2日讯（记者 王超）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获悉，在自

治区下达的 1699 个高海拔学校供暖全

覆 盖 项 目 中 ，目 前 已 竣 工 交 付 使 用

1220 个、实施阶段 444 个、招标阶段 31

个 、前 期 阶 段 4 个 ，项 目 开 工 率 达 到

97.9%，力争 2 月底前绝大部分学校供

暖项目竣工交付使用，春季开学高海

拔学校全部实现供暖。

据了解，自治区教育厅把改善学

校供暖条件作为教育系统头号大事，

多 次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专 题 研 究 部 署 ，

下 达 督 办 函 ，采 取 一 周 一 调 度 、一 周

一 督 导 、一 周 一 报 告 ，全 力 推 进 供 暖

项目实施。

据介绍，为加快实施学校供暖全

覆盖工程，目前教育厅已派出督导组

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实地督导。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全面准确评价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德才表现和工作实

绩、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

日 发 布《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考 核 规

定》，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作的

基本原则、内容标准、方式程序、结果

运用等作出了新规定。

考核规定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考核的方式主要是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根据工作实际开展平时考核、专

项考核。年度考核是对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一个年度内表现的总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人数，

一般不超过本单位应参加年度考核的

工作人员总人数的 20%。

考核规定提出，对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的考核，以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

工 作 任 务 为 基 本 依 据 ，全 面 考 核 德 、

能、勤、绩、廉，突出对德和绩的考核。

要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

管理监督、激励约束、问责追责等结合

起来，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岗

位、职务、职员等级、工资和评定职称、

奖励，以及变更、续订、解除、终止聘用

（任）合同的依据。

考核规定坚持分级分类考核，要

求从单位实际出发，突出精准化和差

异化，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体现不同

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

工作人员的特点和具体要求。

据人社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原人事部印发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已实施

20 多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新精神新

要求，化解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

作面临的新问题、衔接新政策，故制定

这一考核规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有了新规定

我区力争春季开学高海拔学校全部实现供暖
西藏大学：

阔步迈向地球第三极生态科学研究高地
本报记者 晓勇

本报拉萨2月2日讯（记者 王超）近

日，记者从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获悉，2022

年，我区不断完善广播电视卫星、无线、

有线协同覆盖体系，推进对边境小康村、

极高海拔集中搬迁点、易地搬迁点广播

电视公共服务升级优化工程，推动农牧

区卫星传输覆盖由“村村通”向“户户通”

升级。截至2022年底，全区广播、电视综

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9.41%、99.56%。

自治区广电局负责人介绍，2023

年，自治区广电局将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农牧区新一代直

播卫星广播电视“户户通”建设，推动

全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继续提

高，积极争取区、市两级应急广播平台

建设，进一步完善县级应急广播体系。

全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99.41%、99.56%2022 年 11 月 28 日，西藏大学生态

环境学院在拉萨成立。

这是继生态学入选国家一流学科

建设行列之后，西藏大学在生态科学研

究方面的又一重大突破。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

地球第三极，西藏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拥有着特殊的生态环境，是

中国乃至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

区之一。地处“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

的西藏大学，在生态学研究方面有着独

特的区位优势。近年来，西藏大学整合

多学科力量，聚焦“双一流”建设，深化

办学体制改革，阔步迈向地球第三极生

态科学研究高地。

形成生态学科本硕博培
养体系

“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原隶属于西藏

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西藏大学生

态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忠说，其历史可追

溯到 1979年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

身）数理系组建的生物科学专业班。

回首西藏大学生态学科的发展史，

可谓是四十余年漫漫求索路：从生物科

学专业班；2011 年生命科学系获批生物

学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2013

年，获批生态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17

年，获批增设生态学本科专业，这一年，

西藏大学生态学成功入选首轮国家一

流学科建设行列；2022 年，再次入选第

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

单，这也是西藏唯一入选“双一流”重大

战略决策的学科。

目前，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拥有

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3 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和 6 个本科专业，已形成本硕博

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王忠表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

的成立，将有利于西藏大学展现高原生

态学特色，积极参与到全国乃至全球生

态学研究的竞争中去。“积极创造条件，

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青

年人才加入西藏大学，加入高原生态学

科，提升我校生态学科的竞争力和创造

力。”

聚焦“双一流”生态学
科建设厚积薄发

“西藏大学生态学科的建设，已故

的钟扬教授是奠基人，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王忠说。

作为援藏教师，钟扬在 16年的援藏

生涯里为西藏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

博士青年教师，帮助西藏大学生态学博

士点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在他手中，

生态学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学科的建设

行列。

青藏高原有超过 2000 多种特有植

物。然而此前，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

源库中，长期没有我国西藏地区的植物

种子。

拉琼是钟扬培养的 3 名博士之一。

在钟扬的带领下，拉琼及其团队从 2007

年到 2017 年在西藏共采集上千种植物

的 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种质资源库中

缺乏西藏种子的空白，为人类储存下绵

延后世的“基因宝库”。 （下转第二版）

世界湿地日·高原湿地美
今年 2月 2日是第 27个世界湿地日。今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为湿地修复。

拉鲁湿地是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素有“拉萨之肺”“天然氧吧”

之称，湿地保护区面积超过 12平方公里，于 2017年入选我国首批国家湿地旅游示范基地。

图为拉鲁湿地一角。 本报记者 常川 摄

2月 2日是世界湿地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将其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我国

湿地保护事业取得高质量发展。

从碧波荡漾、千湖竞秀的三江源，到数百万只鸟儿

越冬繁衍的黄河三角洲；从大批候鸟归来、白尾海雕等

猛禽亮相的吉林敬信湿地，到海岸卫士、鱼虾粮仓、鸟

类天堂的南国海滨红树林……大美中国，湿地春来早。

在土与水相遇之处，生机勃发

新年纳余庆，嘉节启新芳。2 月 2 日，农历正月

十二，第 27 个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杭

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这是我国成功举办《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后的第一个世界湿地日，多国驻华使节以及

各有关方面人士齐聚杭州，号召全社会凝聚珍爱湿

地共识，共同保护修复湿地。

“让我们做保护的行动者，爱护每一种生物，珍

惜每一寸水土，用心保护湿地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做

文明的传播者，不破坏动物们的家，不伤害植物们的

花，用情呵护湿地的生态资源……”稚嫩的童声伴随

着坚定语气，青少年代表齐声宣读湿地保护倡议，发

出保护湿地生态的青春之声。 （下转第二版）

谱写美丽中国的湿地篇章
—写在第27个世界湿地日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