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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尊老爱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为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

关怀，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城关区蕃阳社会工作

者和志愿者服务协会联合开展“新年慰问送温暖，

岁寒情深暖人心”慈善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为老城区 3 个街道、15 个社区 60 岁

以上符合资助条件的 30 余名孤寡、困难老年人敬

献哈达、送祝福，详细询问他们最近的健康状况、

生活情况和存在的困难，认真聆听他们的倾诉和

需求，嘱咐他们保重身体，注意防寒保暖和居家安

全，给每位老年人发放公益物资，并为他们送上体

能监测智能手表和小灵通手机，现场为大家讲解、

演示其功能。

来自八朗学社区困难老党员赤列老人激动地

说：“今天能领到这么多爱心物资，真的非常高兴。

我是一名孤寡老人，身边没有儿女照顾，但是协会

的服务人员每天来家里帮我量血压、打扫卫生、洗

衣服、煮饭并陪同就医，真的很感谢。”

和赤列老人同样领到爱心物资的老人们纷纷

表示，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让他们感受到了家人一

般的温暖，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党的

恩情。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继续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

城 关 区 蕃 阳 社 会 工 作 者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 通

过此次慰问活动，老年人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

关 怀 和 温 暖 ，同 时 也 体 现 了 政 府 、大 社 区 和 居 家

养 老 机 构 对 老 年 人 的 关 怀 和 感 恩 。 希 望 把‘ 尊

老 、敬 老 、爱 老 、助 老 ’的 思 想 传 承 给 下 一 代 ，努

力 营 造 大 爱 蕃 阳 、尊 老 爱 老 的 优 良 氛 围 ，2023

年 ，持 续 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对 象 做 好 事 、办 实 事 、

解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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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通讯员 齐永昌 记者 卢文静）日

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拉萨市正积极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已初步形成《拉萨市“十四五”时期

“无废城市”创建工作思路》和《“十四五”时期“无

废城市”建设申报书》。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最

终旨在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

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让经济发展过程

资源利用率更高、社会效益更好。此前，生态环

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个部门和单位联

合印发《“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明确提出推动 100 个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

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山南

市被纳入此次建设名单。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

建设工作方案》，对全区“无废城市”建设作出部

署，提出 2022 年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全面

启动“无废城市”建设；到 2025 年，在建“无废城

市”通过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评

估，为其他城市奠定梯次建设“无废城市”工作

基础。

为积极做好“无废城市”申报工作，拉萨市生

态环境局主动加强与市财政局沟通协调，争取

“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经费 150 万元，完成拉萨市

“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前期资料收集，落实第三

方技术服务单位组织开展《拉萨市“十四五”时期

“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拉萨

市将组建“无废城市”建设工作专班，严格按照

《拉萨市“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制定部门责任清单和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建

立健全调度通报、工作例会、考核督查等工作机

制，形成权责清晰、协同增效、信息共享的部门协

调联动合力，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拉萨市“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近日，曲水县召开曲水县青稞饮料加工项目

视频洽谈会，通过采取远程项目推介、视频互动交流、在线答疑解惑等方

式，围绕重点产业项目进行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确保发展“不断线”。曲

水县经信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发改委、净土公司

负责人参加会议。

洽谈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物营养与功能性食品

团队汇报了项目建设的内容和投资需求，并详细解答各部门关于项目投资

的提问。曲水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结合实际，围绕合作事宜，就产品推广、销

售渠道、合作方式等情况与企业进行交流，并提出意见建议。

曲水县委、县政府欢迎企业来曲水县发展产业，表示将全力做好各方

面服务工作，配合企业推动项目落地，为企业做好产业、政策等方面服务工

作，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希望企业能更多地认识曲水、了解曲水，在曲水这

块热土上投资兴业。

下一步，曲水县将以此次项目洽谈为起点，加强与客商沟通联络，广泛

收集项目信息，进一步优化“屏对屏”沟通、“线连线”交流的招商方式，建立

高效顺畅的线上项目对接机制，储备优质项目资源，为曲水县高质量开展

招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今年，城关区继续启动“文明交通劝导”志愿

服务活动，助力拉萨市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近日，城关区统计局组织 16 名志愿者，参加 2023 年文明交通劝导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在城关区人流、车流量较大的重点路口开展活动，在

值守路口解决问题，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自拉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城关区统计局持续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通过广泛宣传和志愿者们耐心劝导，全面提升全市

群众的文明交通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交通环境，为巩固和提

升拉萨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贡献力量。

城关区统计局

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

曲水县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不断线”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鹿丽娟）日 前 ，拉

萨市公安局城关公安分局纳金派出所各

社区警务室结合当前消防安全形势，紧盯

辖区消防重点领域，切实加强消防安全检

查工作。

在辖区烟花爆竹零售点，民警重点对

烟花爆竹储存是否安全有序、消防器材配

备是否足量且完好、从业人员是否能规范

使用消防器材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并向

经营者宣传讲解烟花爆竹安全知识，从源

头做好安全防范。

在辖区卡塞生产场所，民警重点对生

产流程、电气安全、消防制度、器材配备和

使用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并宣传讲解消

防安全知识，要求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消防

安全工作，加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提高员

工防火灭火意识，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

在辖区木材加工场所，民警重点对存

储车间、木材堆垛、消防灭火器材配置、电

气线路铺设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并要求

负责人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

对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管理，加大防火检

查和巡查力度，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在辖区群租房，民警重点对消防安全

管理、消防设施的配备、用火用电用气用

油、飞线充电、安全出口及消防通道等情况

进行细致检查，并要求房东定期开展租户

用电用火的检查，积极做好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提高租户防火意识，防止火灾事故的

发生。

在辖区仓储库房场所，民警重点对场

所内部物品堆积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

易燃易爆危险品、电器线路敷设是否符合

要求、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值守人员是

否在位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并要求场所

负责人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加强常态化

防火检查，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下一步，纳金派出所将继续抓住节点、

盯紧重点，提高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频

次，加大对重点场所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

力度，进一步提升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

的能力，为辖区群众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紧盯重点领域 拧紧责任链条

纳金派出所切实加强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打
造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高
原
典
范

拉
萨
市
积
极
推
进
﹃
无
废
城
市
﹄
建
设

有人说：“这里是拉萨的‘肾’，对拉

萨的小气候起着很重要的调节作用！”

有人说：“这里是拉萨的‘肺’，对在

拉萨生活的人来说，很重要！”

这里是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相关研究表明，拉鲁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动植物种类繁多，斑头雁、

赤麻鸭、黑颈鹤、藏马鸡等鸟类动物会

在不同的季节回到这里，鱼、蛙及很多

昆虫等更是数不胜数；蒿草、苔草、香

蒲、莎草、灯芯草、水葱、眼子菜、杉叶

藻、芦苇等植物随处可见……这里水草

茂盛、草墩旺盛，与拉萨城市建筑相得

益彰、熠熠生辉。

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主城区西北

部 ，呈 东 西 带 状 分 布 ，平 均 海 拔 3645

米。保护区总面积 12.2 平方公里，其中

核心区 6.6平方公里、缓冲区 3.39平方公

里、实验区 2.21平方公里，主要补给水源

“三渠一河”（北干渠、中干渠、南干渠、

流沙河）总长约 48.9 公里。拉鲁湿地是

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国内面积最大的

城市天然湿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湿地

生物基因库，在调节气候、补充氧气、涵

养水源、蓄水防洪、平衡地下水、吸收二

氧化碳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

誉为“拉萨之肺”。

近年来，作为拉萨市生态文明建设

明珠，拉鲁湿地科学规划、创新管护，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日益显著。

2000 年以来，国家先后投入大量资

金实施拉鲁湿地一期、二期、三期保护

工程和“三渠一河”整治工程。

2013 年、2014 年实施拉鲁湿地北干

渠综合整治及中干渠湿地段环境整治

工程，对北干渠进行综合整治，建设内

容为：进水枢纽工程、沉砂池工程、湿地

塘 坝 加 固 工 程 、北 干 渠 整 治 分 水 闸 工

程、防护栏工程、翻板闸及清污机工程、

渗水段整治工程、清淤工程、电气设备

及安装工程、移民环境工程等。

据了解，拉鲁湿地一期保护工程内

容包括：先后建设保护区透视围栏、防

火隔离带和色热、湿地内、娘热沟沉沙

池，实施流沙河治理，有效降低了泥沙

对湿地的威胁。拉鲁湿地二期保护工

程内容包括：修建巡护便道 1 条、拉鲁

湿地监测平台、湿地管理局办公用房和

值班用房，沿湿地周边设立标识标牌，

在拉鲁湿地东侧建设核心区挡水土坝，

并对拉鲁湿地内及其水源沿线闸门等

设施进行维修更换，恢复东北角因缺水

沙化湿地 386 亩。拉鲁湿地三期保护

工程累计征地拆迁拉鲁湿地核心区及

周边居民房屋共计 213 户，并实施生态

恢复。

自有序投入、科学规划以来，拉鲁

湿地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更好地

发挥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主要动、植物

种群和生物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拉

鲁湿地现有昆虫 80种，西藏新纪录 10种

（北京山水地景公司监测提供），植物

395 种（2019 年 西 藏 自 治 区 林 规 院 提

供），鸟类 117 种（2020 年高原生物研究

所出版的拉鲁湿地观鸟手册），本地鱼

类有巨须裂腹鱼、双须叶须鱼、尖裸鲤、

异齿裂腹鱼、拉萨裂腹鱼等 18 种（西藏

农科院鱼类研究所提供 2019-2021 年数

据），湿地越冬的候鸟明显增多。

在生态系统功能方面，水源涵养能

力得到提高，土地沙化现象得到有效控

制。据介绍，目前拉鲁湿地生态系统的

整 体 功 能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恢 复 和 增 强 。

拉鲁湿地北面 536 亩（二期 386 亩、三期

150 亩）的沙化、干化土地得以补水，湿

地水域面积明显增加。

据了解，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转办

案件中涉及拉鲁湿地主责案件共 12 件

（其中 3 件为重复案件），目前已全部整

改完成。经后期“回头看”，所有案件无

反弹。

在整改过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搬迁居民 140 户及 3 个辖区集体土地，

征 地 涉 及 哲 蚌 寺 仓 储 用 地 、拉 鲁 湿 地

东 北 角 外 围 废 品 收 购 站 、仁 钦 蔡 村 7

组居民点 11 户及集体土地、当巴社区

原涌惠汽修等。

接下来，拉鲁湿地将继续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的“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

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拟继续

申请资金实施拉鲁湿地及周边生态环

境提升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征地拆迁、

湿地保育、湿地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等

工程。

护好城市之“肺”共享生态成果
—拉鲁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见习记者 顿珠扎西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性能豪华车型皮卡车越来越受到拉

萨市各县区农牧民群众的喜爱。

图为高性能豪华车型皮卡“山海炮”在拉萨上市。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见习记者 顿珠扎西 摄

近日，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拉萨大队为拉鲁湿地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见习记者 顿珠扎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