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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党的十九大以来当雄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卢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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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拉萨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百分百 用户暖心过新年

5 年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7 年

的 16.48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1.63 亿元，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7 年的 1.4 万

余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6 万余元。累计实

施建设项目 495 个，完成投资 144.54 亿元；

全县通车里程达 2041 公里，开通 6 条农村

客运班线……

一组组耀眼数据，一个个新的经济增

长点和爆发点，描绘出当雄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党的十九大以来，当雄县各族干部群

众踔厉奋发、砥砺前行，全县经济社会得

到全面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

步、历史性成就。

壮大优势产业 赋能经济发展

过去 5 年，当雄县依托独特区位优势

和资源禀赋，壮大畜牧、文化旅游、天然饮

用水等优势产业，加强文旅融合，发展全

域旅游，打造出当雄纳木错、“有身份证”

牦牛肉和“7100”系列饮用水品牌，并成功

构建“极净当雄”品牌发展的产品体系、质

量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以品牌建设助推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雄县依托“有身份证”牦牛肉品牌，

先后建成当雄净土牧场郭庆场试验田、当

雄高原蓝牦牛产业基地，在区内外设立“有

身份证”牦牛肉销售点和体验店，与斑马会

员等电商平台合作，实现线上线下销售，形

成了“育—产—销”完备的产业链条。

在牵住“牛鼻子”的同时，当雄县还依

托 水 资 源 优 势 ，积 极 拓 展 水 产 业 ，做 好

“水”文章，在“5100”冰川矿泉水的基础上，

成功打造“7100”系列饮用水品牌。凭借纳

木错、念青唐古拉山、羊八井地热温泉等

著名景区景点的影响力，开发蓝色天国、

姆蓝雪山等旅游景点，全力打造“拉北环

线”旅游精品线路和拉萨全域旅游目的

地，进一步激发文旅活力，推动全县旅游

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5 年来，当雄县积极探索净土健康产
业、水产业、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新
路子，先后成立净土健康、羌塘文旅、富民
矿业、城建投资 4 家国有企业，成功打造了
全区第一个区域公共品牌“极净当雄”。
累 计 实 施 建 设 项 目 495 个 ，完 成 投 资

144.54亿元。

完善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

“大家看，这是我们当雄的牦牛肉，这

个系列的产品全部选自‘有身份证’牦牛

肉……”2022 年春节，当雄县雄迈控股有

限公司下设的直播间里暖意浓浓，当雄特

色牦牛肉产品、“7100”矿泉水等正通过网

络 直 播 间 被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网 友 所 了

解。联手网红，在直播间为当雄产品宣

传，促进农牧产品上行，不仅为当雄本土

农牧产品打开了销路，也开创了电商助

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思路。

近年来，当雄县立足实际，充分发挥

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援藏交流等平台，将

推动电子商务作为加快地方特色产品“走

出去”的重要举措，将本土文化礼仪、农特

产品制作加工、牦牛肉产品、“7100”矿泉水

等推广到全国各地，让优质特色产品走出

本土，成为各地消费者争相购买的网红产

品，走出了一条符合当雄县特色产品电商

化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打造出一批具有当

地特色的优质品牌。

乡村振兴如何让群众共享产业增值

收益？近年来，当雄县通过进一步建立健

全利益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好产业项目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的支撑作用。

2022 年，当雄县向全县脱贫群众和监测户

及 时 兑 现“ 十 三 五 ”时 期 产 业 分 红 资 金

3359 万元，旅游景区及酒店宾馆共吸纳农

牧 民 就 业 1515 人 次 ，实 现 农 牧 民 增 收

691.96万元。

擦亮生态底色 扮靓美丽家园

冬季，到念青唐古拉看白雪皑皑、纳

木错观微波荡漾、阿热湿地赏飞鸟觅食、

廓琼岗日感受冰雪奇缘，顺路留宿设施齐

全、功能完备、服务周到的温泉酒店，“不

愿离去”是游客在当雄旅游的最大感受。

这也是当雄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经济发

展与生态改善良性互动的生动写照。

5 年来，当雄县通过各方渠道累计投

入资金近 6.36 亿元，实施纳木错流域生态

修复与全县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

程，污染防治工作，纳木错流域当雄段的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投入资金 3.8亿余

元，实施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工程；落实新

能源项目建设资金 16 亿元，实现产值 4.5

亿元……当雄县以一项项具体举措，打造

出生态文明“当雄示范”。

此外，当雄县还以“生态+”为底蕴，全

力推进纳木错、唐滨湖、姆蓝雪山、阿热湿

地等景点保护开发；以“文化+”为媒介，举

办“当吉仁”赛马节和纳木错徒步大会，极

大提升了当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跨

界河湖联防联控机制和“河湖长+检察长”

联动工作协调机制，争当标杆，打造生态

文明“当雄样板”。

“我们环保人肩负着保护蓝天白云、守护

绿水青山的神圣使命。要当好环保卫士，我们

必须心怀责任、不忘初心、敢于担当。”参加工

作 16 年来，李海民始终把保护高原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自己履职尽责的座右铭。

2007 年，19 岁的李海民响应号召参军服

役，5 年的军旅生活让他对西藏这片土地依

依不舍，对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有

了深深眷恋。为了继续履行在党旗、军旗下

许诺的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

誓 言 ，他 在 2012 年 底 通 过 考 录 来 到 拉 萨 市

当雄县，先后从事基层住建、水利、环保、生

态等工作。

工作中的李海民时刻用党员的职责和使

命提醒自己要自觉做好本职工作，示范带动

环保战线工作人员、牧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形成工作合力，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夯实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在新形势下，牧区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特

点，对牧区基层干部做好牧区工作提出了许

多新要求，加强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显得尤为

重要。除了单位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外，李

海民还为自己“开小灶”，广泛学习与牧区工

作息息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牢固树立“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抓生态环境保

护就是抓发展”的思想，逐渐成为适应牧区新

形势下工作需要的综合式复合型领导干部。

工作中，李海民在认真负责完成本职工

作的同时，不断探索做好工作的新方法、新

思路、新想法，以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及时对接技术单

位 ，编 制 完 成《当 雄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

（2021—2025 年）》等文件，将建设目标、主要

任 务 和 重 点 工 程 分 解 到 各 部 门 ；完 成《8 乡

镇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及《29 村居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方案》编制，为自治区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创建工作打好基础；积极探索创新，

开展当雄县“两山”示范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前期准备工作……

守好蓝天、碧水、雪山、湿地，这是当雄

县 5.5 万牧民对美好环境的期盼。“群众期盼

的，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就像李海民所说的

一样，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又一批环保人做的

实事，才能让当雄县的生态文明之路越走越

远、越走越宽。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藏历新年将至，人们前往市场采购食材

过年的热情高涨，“菜篮子”供应问题备受关注。那么，目前拉萨市“菜

篮子”产品供应是否充足？价格是否平稳？近日，记者走访部分农贸

市场、大型商超了解情况。

当记者来到永辉超市城关区万达店，看到商超内瓜果蔬菜、肉类、

水产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入口

区为蔬菜水果区，油麦菜、青椒、小白菜等各类蔬菜码放整齐，颜色娇

艳欲滴，十分新鲜，价格均保持个位数，较日常变化不大。水果区内，

除常见的苹果、香蕉等普通水果外，蓝莓、榴莲、山竹等高档水果也货

源充足，价格优惠。正在采购的市民白玛告诉记者，以前这些水果都

比较少见，价格也比较贵，现在走进超市水果蔬菜十分丰富，完全可以

满足个人消费需求。

随后，记者还走访了东郊部分农贸市场，各类蔬菜、水果、南北干货

等均货源充足，价格波动处于正常范围内，未发现较大幅度增长情况。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为进一步改进

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平安建设工作，切实增强

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提高群众的安

全感、满意度，近年来，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公安

分局大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采取多项措

施，完善工作机制，倾情为民服务。

为织密群众安全防线，城关公安分局深入

辖区开展电信网络反诈骗宣传，向辖区群众发

放宣传单，讲解反诈知识，帮助群众在手机上

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深化平安建设体制机制创新，联合拉萨

市国税局，就强化“警企联动、单位自治、人物

技全面提升”等工作，深入践行社会治理公安

职能职责，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防范、化

解、管控各类公共安全风险，全方位助力平安

建设。

为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城关公安分局深入

辖区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通过查问并举，全

方位排查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掌握辖

区各场所消防安全方面的情况，便于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为提前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奠定

坚实基础。

此外，为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重点针对

辖区医院、商业圈等违停车辆多发路段，查处

电动车和摩托车闯红灯、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

盔等交通违规行为，对违规的非机动车驾驶人

员进行现场交通法规教育，依法进行处罚，并

向过往驾乘人员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知识。

据悉，下一步，城关公安分局将始终坚持标

准不降、干劲不松、力度不减，认真总结经验做

法，进一步强化整体统筹、协同联动，进一步提

高社会治安防控实战能力，推动防控体系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坚决维护辖区安

全稳定，服务首府城区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新年伊始，尼木县以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紧盯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拼

经济、搞建设，力争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工

作实现一季度“开门红”，为博得全年“满堂彩”打下

坚实基础。

在尼木县续迈乡中核尼木 60 兆瓦牧光互补储

能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

地开展作业，施工现场处处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

“为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我们节日期间

不停工，制订了周密的施工计划、安排了施工人员，

每天都有工人在施工。同时，我们还充分保障施工

人员节日期间的福利待遇，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没有

后顾之忧。”项目电气工程师唐文佳介绍道。

据悉，中核尼木 60 兆瓦牧光互补储能光伏发电

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开工，自项目立项以来得

到了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主要领导

多次召开调度会并到现场调研指导，及时解决项目

建设中存在的困难，确保项目进展顺利。目前，项

目已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及调试阶段，计划于今年

2 月 28 日实现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有

效解决当地供暖需求，还将提高当地群众收入，推

动经济转型发展。

同样，作为自治区骨干水库工程之一、总投资

超过 7 亿元的尼木县帕古水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

机器轰鸣，挖掘机、运输车往来穿梭，该项目从去年

年末至今也一直未停工，有 40 多名建设者奋战在作

业一线。

该项目计划于 2024 年 8 月底完工，建成后将有

效保障尼木县城用水安全以及下游帕古乡、尼木乡

乡村人畜用水安全，为流域内灌区提供可靠的水源

保障，形成更加完善的灌溉体系，保障粮食安全，增

加草场载畜能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保障。

拉萨市“菜篮子”货源充足

环保人李海民：

“群众期盼的，就是我们要做好的”
本报记者 卢文静

紧
盯
目
标
任
务

全
力
以
赴
搞
建
设

尼
木
县
力
争
一
季
度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实
现
﹃
开
门
红
﹄

近年来，建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拉萨

冲吉路支行党支部联合集团客户部党

支部、普惠金融事业部党支部，深入拉

萨市城关区恩惠苑社区，以精准发放帮

扶助学资金的形式开展“搬迁户贫困生

求学圆梦”教育帮扶工作，让学子们通

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人生梦想。

截至目前，该支行三个支部累计发

放助学金达 12 万元，帮助 6 名贫困生圆

梦学业。

图为藏历新年来临之际，该支行三

个支部为恩惠苑社区贫困生送去帮扶

助学资金 2.6万元。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圆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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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食安办牵头，组织食安委成员单位到日

多乡开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集中宣传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藏历新年是阖家团圆的时刻，也是居民

群众用电高峰期。日前，记者从国网拉萨供电公司了解到，藏历新年

期间，该公司各营业网点工作人员将坚守岗位，持续为用户提供优质、

便捷、高效服务，确保居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明亮”的节日。

藏历新年期间，国网拉萨供电公司缴费窗口工作正常开展，该公

司 17 名收费员将坚守岗位，在营业大厅及北郊营业网点、城南营业网

点等 5 个营业网点轮流值班，每个点上都将有 1 至 2 名值班人员。国网

拉萨供电公司营业大厅及 5 个营业网点营业时间为上午 10：00 至下午

16：00，缴费窗口工作人员将全力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满足大家的节

日缴费需求。

据了解，为了让用户享受到“指尖”上的电力服务，国网拉萨供电

公司不断拓展服务渠道。居民群众可以通过“网上国网”App 进行线上

缴费及办理用电业务，还可使用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线上缴

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一站式智慧用电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