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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拉萨 3月 25日讯（记者 杨小娟）近日，记

者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2023 年全区共安排重点建

设项目 191 个，计划投资 1430 亿元，涉及重大基础

设施、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强边固防、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五大类。其中，一季度计划完成重

点建设项目投资 180 亿元以上，开（复）工率达到

40%以上。

据了解，2023 年全区重大基础设施类计划投资

547.04 亿元，主要包括川藏铁路林芝至雅安段（西

藏段）、拉萨贡嘎机场 T1/T2 航站楼改造、城市道路

和桥梁工程、农牧区清洁能源推广利用等；特色产

业发展类计划投资 718.41 亿元，主要包括清洁能

源、绿色工业、旅游基础设施、高原农牧业及生物

等；生态文明建设类计划投资 12.4 亿元，主要包括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及支撑体系建设、城镇污

水 垃 圾 处 理 及 收 集 系 统 等 ；强 边 固 防 计 划 投 资

70.02 亿元，主要包括应急救援等；保障和改善民生

类计划投资 82.15 亿元，主要包括幼儿园、义务教育

学校、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西藏天文馆、智慧广

电等。

为确保全区一季度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

展，实现“开门红”，区党委、政府决定实施 2023年一

季度重点项目建设攻坚行动，包括续建项目 83 个

104.8亿元，新开工项目 45个 36.8亿元，重点推进 69

个 38.4 亿元。从完成投资来看，清洁能源类项目完

成投资总量最高，达到 26亿元，其次是交通类、绿色

工业类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24亿元、7.6亿元。

2023年我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191个
计划投资1430亿元

本报拉萨 3月 25 日讯（记者 张尚

华 张黎黎）25 日，拉萨南北山绿化 2022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3 年度动员部署会

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巩

固成绩，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以求真务

实精神高质量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努

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严金海主持会议，庄严宣读表彰决

定，陈永奇、普布顿珠、肖友才、达娃次

仁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

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颁奖。

王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对西藏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

动力。自治区党委着眼于筑牢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持生态保护第一，深入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大力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生

态文明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根本在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离不开全区

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社会各界的广

泛参与和各族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

王君正强调，国土绿化，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我区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

实践，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

途径，是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

举措。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开

展国土绿化行动的有力抓手。各级各

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党

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自治

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三次全

会的部署要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

观念，科学组织、压实责任、苦干实干，

大力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不断推

动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新成效。

要 强 化 思 想 引 领 ，树 牢 生 态 理

念。把实施好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作

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贯彻落实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具 体 实 践 ，引 导

全 区 上 下 坚 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展之路。

要保持战略定力，树牢系统观念。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强化规划指导引

领，科学安排年度绿化任务，确保造林

绿化实现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下转第三版）

王君正在拉萨南北山绿化2022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3年度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求真务实精神高质量推进拉萨南北山绿化

努 力 创 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严金海主持 庄严宣读表彰决定 陈永奇出席

3 月 25 日，拉萨南北山绿化 2022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3 年度动员部署会在拉

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3 月 25 日，拉萨南北山绿化 2022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3 年度动员部署会在拉萨

召开。这是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稳定粮

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一体推进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抓好油料生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

日喀则市是全区乃至全国重要的青

稞生产基地，享有“西藏粮仓”的美誉，在

种植面积、产量水平、粮食品质、种业繁

育 、产 品 研 发 等 方 面 均 处 于 领 先 地 位 ，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资 源 禀 赋 和 产 业 发 展

基 础 。 近 年 来 ，日 喀 则市全方位推进青

稞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青稞增产提质，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切实保障粮食

安全。

产业振兴带来发展新红利

“快走，去合作社领钱。”“我们村产

业分红啦！”“村里的合作社发酥油啦！”

近期，日喀则市许多乡村纷纷举办年度

分红仪式，总结回顾过去一年的丰硕成

果，商讨今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全国两会精神的具体举措。全市的牧

区草场、农家院落、村头巷尾充满了欢声

笑语。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实施，日喀则广

袤的农牧区正发生着巨变。在桑珠孜区

曲美乡拉洛农机合作社、萨迦县扯休乡曲

姆拉日农机合作社……越来越多的农牧

民群众实现就近就便就业，享受着农牧业

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据 统 计 ，2021 年 以 来 ，日 喀 则 市 191

家农机合作社对青稞全程机械化模式进

行改进，技术标准、管理模式实现综合提

升，带动了全市农机合作综合能力整体

提升。洛平是种粮大户，405 亩耕地部分

流转给合作社，其余自家种植。靠着各

种机械“帮手”，家里的农活很快就能干

完。洛平说：“过去秋收要 20 多天，现在

6 天左右就能完成，机械化确实给我们带

来了方便。”

2022 年 ，日 喀 则 市 青 稞 种 植 面 积 90

余 万 亩 ，产 量 40.89 万 吨 ，占 全 区 产 量 的

49.13%。2023 年，日喀则市计划种植青稞

92 万亩，产量指标 41.38 万吨，全市布局青

稞良种推广面积 81.89 万亩，建设青稞良

种 繁 育 基 地 5.88 万 亩 ，预 计 产 种 3500 万

斤。 （下转第二版）

让金灿灿的青稞更加饱满
—日喀则市积极探索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汪纯

阳春三月，正是植树的季节。行走在拉萨河两岸

的河滩和山坡上，分工明确的“植树大军”，正挥锹挖

坑、运输树苗、喷水浇灌……好不热闹！

“开窗见绿谁不喜欢？只有把树种好，我们的村

子才能更美丽！”达孜区德庆镇居民达瓦扎西一边夯

土，一边高兴地说。作为当地群众，他正在参加西藏

有史以来最大的营造林建设工程——拉萨南北山绿

化工程建设项目（德庆西 1 号片区）建设，通过植树务

工，达瓦扎西每天能收入 200 元左右。“种 树 ，不 但 能

让生活的环境变得美丽，我们还有钱赚呢！”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号召和带动下，越来越多像达

瓦扎西一样的群众加入种树大军，在房前屋后、山坡滩

涂种下一棵棵树苗。这是“5 年增绿山川、10 年绿满拉

萨”的生动体现，更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

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真实写照。

2021 年 5 月 1 日，《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建设条例》正式实施。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鲜明提

出，要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

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2022 年，我区严格落实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

例，印发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

划（2021-2035 年）》，制定出台 5 年实施意见和年度工

作方案，“条例为保障、规划为蓝本、意见为指导、方案

为路径”的高地创建“四梁八柱”基本形成。

与此同时，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牵头组建自治区高地

办，统筹推进十大行动、53项年度重点任务、14个重点支

撑项目、4个标志性工程。经过一年努力，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创建6大类32项指标中，有11项走在全国前列。

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中，我区把统筹推

进生态文明示范两级创建作为重要抓手，在 2022 年召

开的第十届中国生态文明论坛上，江达县、波密县、琼结

县入选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林芝市巴宜区

入选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数据显示，我区 5 个市（地）、9 个县（区）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 个县和 1 个乡村成功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11 个县（区）、91 个乡（镇）、879 个村（居）获自治区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命名。

作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投入使用的项目之一，南山公园是拉萨市民郊游

的好去处。沐浴着春日暖阳，走进南山公园，树木抽条、嫩草吐新、花苞待放。

游客和市民们三五成群，或打卡春天的新绿，或用镜头框住对面布达拉宫的美

景，好不惬意！“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可种上树，经过细心管护，这里就

形成一个小气候区，草木茂密、空气清新。”正在爬山的市民赵磊说。

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规划，到 2030 年，拉萨市计划新

增营造林面积约为现有南山绿化面积的 600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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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3月25日讯（记者 次仁

片多）记者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史·西藏卷》史料汇编工作部署会暨编

委会第二次推进会上了解到，西藏卷

史料汇编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关

注的一项重要工作，把史料汇编作为

推进新时代西藏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举措，各有关部门深刻认识《中

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编纂

的重大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认真谋

划部署，全力投入史料搜集、整理，前

期工作开局良好。

据悉，自去年正式启动《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藏卷》史料汇

编工作以来，各有关部门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中华

民族历史观，突出西藏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主题，以“四个共同”为引领开

展正确的历史叙事，尊重历史史实，

深入挖掘史料，按照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生成逻辑、发展逻辑、交融逻辑，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交流研讨，多方面查

阅和搜集中华民族各历史时期文献

资 料 ，在 建 成 参 考 文 献 目 录 的 基 础

上，克服疫情影响，搜集各类文献资

料百万余字。截至目前已初步完成

约 150 万字的撰写。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西藏阿里，平均

海拔超过 4500 米，因为海拔较高，曾经的阿里几

无蔬菜产出。“阿里气候寒冷干旱，以前蔬菜供应

基本都靠从外地运输，菜品少、价格贵，许多群众

很少吃蔬菜。”在 35 岁的蔬菜种植户央金的幼时

记忆里，蔬菜比肉还要珍贵。

如今，央金在阿里地区改则县产业园里负责

大棚蔬菜的种植，除了每月 3000 多元的工资收入

外，更让她开心的是能吃上自己种的萝卜、青椒、

黄瓜等新鲜蔬菜。“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各种

蔬菜上了群众餐桌，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央金开心地说。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噶尔、普兰两县打造优

质蔬菜生产基地，采取项目引导、资金扶持、专

项技术服务等方式，建成一批现代化农业大棚，

目前能产出 30 多种蔬菜瓜果，夏季蔬菜自给率

超过 40%。

小小“菜篮子”连着大民生。近年来，西藏自

治区党委、政府把持续改善民生，提升各族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2022 年，西藏在民生工程上投入资金

达 147.4 亿元，涉及学校供暖全覆盖、高海拔农牧

区热炕试点、农牧区供水保障提升等项目。

3 月初，藏北那曲的天气依然寒冷，而高海拔

学校教室里却温暖如春。记者来到海拔 4700 多

米的那曲市班戈县加琼镇小学，孩子们正在玻璃

暖廊里参加趣味活动。“现在不管外面有多冷，我

们 都 可 以 穿 着 轻 便 的 衣 服 在 暖 廊 里 学 习 活 动

了。”五年级学生才旺拉姆说。

近年来，西藏针对性实施高海拔学校供暖全

覆盖项目，共涉及 1699 个学校，力争今年这些学

校全部实现供暖。

山南市洛扎县，被认为是镶嵌在群山沟壑里的

一片秘境，曾经通往这里的道路崎岖陡峭。如今，

洛扎县已实现“村村通柏油路”，平坦的柏油路覆

盖全域，建制村通畅率达 100%。 （下转第三版）

本报拉萨3月 25日讯（李东淮 记者 杨小

娟）近日，随着日喀则市定日 110 千伏输变电

工程正式复工，标志着 2023 年度西藏电网建

设任务全面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全区 128 个

电网建设项目有序推进，2600 余名参建人员

已全部到岗到位。

据悉，2023 年国网西藏电力电网建设项

目计划投资约 80 亿元，涉及全区 7 市地 56 个

县，惠及用电群众约 50 万人，将拉动电网建设

施工、建材与水泥、电力设备制造等上下游产

业，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 8700 万元，为服务西

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作

出积极贡献。

国网西藏电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统筹工程质量、建

设进度、安全管控等，保证工程建设安全有

序推进，为顺利实现年度建设目标开好局起

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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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4周年宣传标语

“3·28”西藏翻身农奴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