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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西藏“江南”精心做好“水”文章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本报拉萨 2月 4日讯（记者 袁海霞 郑璐）记者

日前从相关部门获悉，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近日，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利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业

农村厅五部门联合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节

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节水政策法规体系、

标准体系、市场机制基本健全，技术支撑能力持

续增强，节水投入机制逐步完善，用水效率指标

持续向好，节水载体建设示范效应突显，节水理

念深入人心，节水意识普遍增强，节水社会建设

成效全面彰显。《规划》重点突出农业农村节水、

工业节水、城镇节水、非常规水源利用四大领域，

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法规标准、完善投入机制、

严格监督考核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明确了各部

门的职责分工。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规划》的发布，对推进

我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安

全利用、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据介绍，下一步，我区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作

用，加强工作会商和统筹协调，形成目标明晰、分工

明确、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努力完成“十四五”节

水型社会建设各项任务目标。

我区发布“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本报拉萨 2 月 4 日讯（记者 王雅

慧）经自治区党委批准，3 日，自治区党

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

庄 严 来 到 拉 萨 市 维 稳 指 挥 部 调 研 督

导，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

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

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和王

君正书记的指示要求，坚持警钟长鸣、

警 惕 常 在 ，进 一 步 改 进 作 风 、狠 抓 落

实，加快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为西藏长治久安作出

首府城市的应有贡献。

自治区领导普布顿珠、张洪波一

同参加。

庄严深入拉萨市维稳指挥部办公

室、调度中心等职能处室，看望慰问工

作人员，详细了解拉萨市加强基层基

础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等情况，勉

励大家继续发扬连续奋战、敢打硬仗

的优良作风，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加

过硬的举措、更加严实的责任有力维

护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庄严听

取工作汇报后指出，过去一年，拉萨市

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

委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部署

和 要 求 ，积 极 研 究 新 情 况 、解 决 新 问

题、探索新机制，强党建、强治理，补短

板、强弱项，为全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庄严强调，拉萨市要认真落实自

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关于做好今年稳

定工作的部署和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

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进会精神，增

强 忧 患 意 识 ，树 牢 底 线 思 维 ，崇 尚 实

干、狠抓落实，在全面提升社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上走在前、

作表率。 （下转第二版）

庄严在拉萨市调研督导时强调

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 加快提升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本报拉萨 2 月 4 日讯（记者 杨小

娟）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

2023 年春节假期（1 月 21 日-1 月 27 日）

西藏整体消费额实现 25.24 亿元，同比

增长 16.55%。其中，商品消费额实现

15.4 亿元，同比增长 10.8%，服务消费额

实现 9.84 亿元，同比增长 26.84%。网

络 零 售 额 实 现 2.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36%。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实现

1.29 亿元，同比增长 11.25%；服务型网

络 零 售 额 实 现 1.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22%。

餐饮消费方面，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以来，我区更多消费者愿意走出

家门、外出就餐，餐饮行业逐渐迎来复

苏。据统计，2023 年春节期间，西藏餐

饮 消 费 额 实 现 2.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88%。

文娱消费方面，今年春节，我区各

地影院客流复苏，助力电影票房加速

回暖。截至 1月 27日，西藏春节电影总

票房累计实现 411.48万元。

自治区商务厅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 ，将 深 入 实 施 扩 大 消 费 专 项 行 动 ，

从稳定扩大传统消费、培育壮大新型

消 费 、促 进 城 乡 消 费 协 调 发 展 、加 大

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优化消费环

境等方面，精准谋划全年消费促进政

策举措，全力打好恢复和扩大消费攻

坚战，稳固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 、长 期 向 好 的 基 础 ，为 稳 经 济 大 盘

贡献力量。

春节假期西藏整体消费额实现 25.24亿元

林芝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

鲁藏布江中下游，境内水力资源充沛。

这里河流湖泊众多，雅鲁藏布江、怒江、

尼洋河等数百条河流与巴松错、措木及

日等数十个湖泊构成了独特的网状水

系 。 多 年 平 均 地 表 水 资 源 总 量 约

2329.11 亿立方米，占全区 53%，人均水

资源量 128.4 万立方米，居全国第一。

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河

段）651 条（段），天然水能蕴藏总量为

1.43亿千瓦。

近年来，林芝市积极践行“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

水思路，以“四水四定”的原则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积极推进节约用水

管理、水资源保护、农村供水保障、河湖

管理等重点工作，着力实现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可持续开发利用新格局，

着力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

林芝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 工 作 始 终 走 在 全 区 前 列 ，2021 年 、

2022 年连续两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评

为优秀等次。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节
水制度体系

一座城市善不善于节水，和这座城

市管理水平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林芝市坚持加强顶层设

计，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从制

度层面和水资源指标体系层面确保水

资源高效利用，保障经济发展和生态建

设用水需求。

针对林芝市“十四五”各年度用水

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编制完成《林芝

市“十四五”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指标分

解方案》。同时，按照节水型社会建设

要求，印发《关于印发林芝市各县（区）

“十四五”各年度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的通知》文件，对全市用水总量和

强度双控目标进行了分解。印发《林芝

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切实从人员、经

费、制度措施保障方面做好节约用水工

作，形成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推进节水

行动工作机制。

“我们将水资源管理、河湖长制、农

村供水保障等工作纳入各县区政府综

合考核中，对 2022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河湖长制、农村供水保障、

水土保持等工作进行现场考核，切实做

到高位推进。”林芝市水利局副局长李

勇介绍说。

狠抓举措落实，重点领
域节水初见成效

近年来，林芝市水利局率先在全区

完成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完成了朗

县、工布江达县、米林县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并通过自治区级和国家级

验收，稳步推动墨脱县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创建林芝市科技局非水利行

业节水机关建设，有序推动节水进企业

活动。

同 时 ，为 积 极 响 应 节 水 优 先 的 原

则，通过水利、农业农村、科技等单位因

地制宜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先后建

设朗县朗镇灌区、曲江灌区，米林县结

果灌区，巴宜区米瑞灌区等 7 个节水灌

区；同时，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林芝

市大力发展“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现

代农业，新建巴宜区八一镇加乃村，米

林县丹娘乡桑巴村、羌纳乡西嘎门巴

村，察隅县下察隅镇拉丁村等 4 个现代

化、标准化“水肥一体化”科技示范点，

实现节水率达 80%以上。依托朗县和

工布江达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目前已完成 2 家节水型企业、7 家节水

型灌区的创建。

深化宣传教育，全民节
水意识不断增强

洗手时将水开小一点，淘过米洗过

菜的水可以用来拖地、浇花……如今，

像这样的节水行为已成为林芝市很多

市民的自觉行动。

（下转第二版）

本报拉萨2月 4日讯（记者 桑邓旺

姆 见习记者 洛桑平措）近日，记者从

全区税务工作会议了解到，5 年来，全

区税务部门不断强化队伍建设，接续推

出“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便民事项，累计

组织税费收入超过 2612 亿元，全区税

务登记户数从 2018 年的 18.86 万户增

至 2022年的 27.59万户。

据悉，5年来，全区税务部门累计办

理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

294 亿元；全区线上办税率由 2.4%提升

至 92%；接续推出 233 项“非接触式”办

税缴费事项，实现了近 90%的涉税事项、

99%的纳税申报以及全部社保缴费网上

办理，300 余万城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

员的社保缴费不方便问题得到解决；全

区税务系统共创建民族团结模范单位

28 个、全国文明单位 10 个、自治区级文

明单位 33个、全国青年文明号 8个。

据介绍，2023 年，全区各级税务机

关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党对税

收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构建“六大体

系”和提升“六大能力”，着力“抓好党

务、干好税务、带好队伍”，大力推进“法

治、清廉、创新、效率、务实”税务建设，

以高质量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努力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贡献税务力量。

5年来全区累计组织税费收入超过 2612亿元

“旦巴占堆 1.5 万元、平措 2 万元、

次仁巴姆 7.2万元……”

2 月 3 日上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班 戈 县 东 阿 联 村 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2022 年分红暨藏家宴茶馆开业仪式拉

开序幕，分红仪式共为 232 户 936 人分

红 1300万元。

“我们家今年拿到了 7.2 万元的现

金分红，马上就可以过一个丰收喜庆的

藏历新年了。”村民次仁巴姆在合作社

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了一家

6口人。如今她又在合作社新开的茶馆

里谋到一份差事，她告诉记者：“我在茶

馆学厨师，不仅能学技术，学徒期间一

个月还有 3000元收入，出师之后工资还

会涨，加上年底的合作社分红，这样的

日子让全家人越来越有盼头。”

青龙乡位于那曲市西北腹地，平

均海拔 4700 米，属纯牧业区，拥有纳木

错、巴木错、色错等湖泊，具有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

2017年，为进一步响应牧区改革工

作，助力脱贫攻坚，结合青龙乡阿古村、

东嘎村实际，两村将村集体资源进行整

合，按照三入股（草场、牲畜、劳力）的形

式，采取“合作社+牧户”的牧业发展模

式，成立东阿联村合作社，并通过有效

整合和盘活牧区发展资源要素，推动牧

业产业从“单打独斗”向“组团发展”转

变，培养了一批职业化牧民，实现组织

化、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制度化的

高质高效现代牧业。截至目前，东阿联

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存栏牦牛 4484头、

绵羊 7014 只，年净收入达 850 万元，累

计带动 232户 936人增收。

经过资源整合，东阿联村农牧民

专 业 合 作 社 2018 年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7288.3 元，分红 680 万元，2022 年人均

收入达到 18800 元，分红 1300 万元，较

2018年分红增长了近一倍。

（下转第二版）

班戈县青龙乡牧民群众依托产业—

致 富 路 越 走 越 宽
本报记者 杨小娟

“挂上光荣牌、领取优待证，组织的关怀不仅送进了退

伍老兵的家门，更送进了我们的心里。”尼玛次仁作为一名

退役老兵，实实在在的服务保障让他倍感欣慰。

“每逢节日组织总会派人慰问，日常的看病就医、交通

出行、小孩就学等方面更是有专门政策关怀，这是党和人

民对我们退役军人军旅生涯的肯定。”尼玛次仁如是说。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紧

扣强边固防和驻藏部队建设，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以

实施“十四五”退役军人服务保障规划为牵引，守正创新、

担当作为，积极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往实里做、往

深里做、往心里做。

全区各级各部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安置主

渠道作用，积极拓展中央驻藏企业和国有企业安置渠道，

严格落实安置政策，坚持平职级安置，推行用人单位和安

置人员“双向选择”，盘活退役军人和安置岗位“两个资

源”，促进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人尽其才。深入开展适应

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学历教育培训和终身职业教育培

训，622 名农牧民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全面落实

金融财税扶持政策，充分挖掘就业岗位，搭建退役军人线

上线下专场招聘会等就业平台，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

地。组织开展驻藏部队大学生退役士兵专项考录（聘）工

作，落实退役军人考录加分政策，全区城镇退役军人就业

率达到 98%以上，居全国前列。

为积极营造尊崇尊重的浓厚氛围，我区启动《优待证》

制发工作，建立优待证管理办法和优待工作实施办法，与

11 家企业和在藏银行签订优待合作协议，为广大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优惠服务。广泛开展立功

送喜报、退役士兵返乡欢迎等活动，大力宣传模范退役军

人、双拥模范，积极营造尊崇尊重氛围。落实 1.07亿元资金

升级改造烈士纪念设施，完成烈士纪念设施建档立卡，组

织开展“纪念英烈”主题活动和清明烈士祭扫、“9·30”烈士

纪念日纪念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同时，我区全面落实优待抚恤政策，及时足额发放退

役金、优抚资金等政策保障资金，全面开展节日慰问、困

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和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工作，帮扶

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 1215 人，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问

题 30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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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2 月 4 日讯（记 者 张

尚华 王菲）据 拉 萨 海 关 统 计 ，2022

年，西藏自治区与 95 个国家和地区

开 展 进 出 口 贸 易 ，较 2021 年 同 期 增

加 18 个。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

走实，RCEP 落地生效，2022 年我区

对“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23.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对 RCEP

协 定 成 员 国 进 出 口 6.52 亿 元 ，同 比

增长 5.2 倍。

“2022 年 ，拉 萨 海 关 主 动 对 接

‘ 一 带 一 路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等 建

设 ，建 立‘ 一 对 一 关 企 联 络 ’平 台 机

制，精准用好减免税优惠政策，指导

企 业 抢 抓 RCEP 机 遇 ，强 化 信 用 管

理 激 励 外 贸 企 业 良 性 发 展 ，全 力 促

进外贸保稳提质。”拉萨海关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2022年我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0%

图为水波荡漾、草木葱茏的雅尼湿地。（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张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