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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
负有心人。经过 6 个月的连续
奋战，近日，西藏齐耀40兆瓦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实现
一次性倒送电，现已转入并网
发电试运行阶段。

据了解，西藏齐耀40兆瓦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是西藏自
治区第四届藏博会签约项目，选
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于
2019年7月正式开工建设。

据中核集团西藏齐耀项目
负责人介绍，此次 40 兆瓦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在建设过程
中，为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全部
采用无污染无公害施工作业，
施工都是按照正常标准的 1.5
倍标准实施，不仅保留了自然
原貌，而且计划今年3月在项目

基地播撒草种，达到一地多用
的效果。“光伏发电板不仅不会
影响草场生长，而且还有利于
加大局部空气湿度，反而能使
草长得更快更茂盛。到时候我
们会开放场地，周边农牧民可
以进行放牧，也可以割草回去
喂养。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
经和周边村民打成一片，帮助
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该
负责人说道。

据悉，齐耀 40 兆瓦光伏项
目预计年发电量可达 6000 万
千瓦时。项目建设过程中雇佣
当地农牧民共计 40 人并就近
租用车辆器具等；建成投产后，
可提供长期就业岗位 4 个，将
有力支援项目所在地的精准扶
贫工作。 记者赵梦茹图由中核集团西藏齐耀项目部提供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639个
带动23.8万贫困人口脱贫

2019年农牧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主要农产品丰产丰收，预计粮食产量
达105万吨，蔬菜产量达97万吨，蔬菜夏季主
要城镇自给率可达 85%以上，肉奶产量达
90.1 万吨。其中，肉产量 34.8 万吨，奶产量
55.3万吨，人均占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区
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48.9亿元，
同比增长16%。化肥使用量继续保持零增
长，农药使用量同比减少30%，规模养殖场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70%以上。

2019 年，我区累计落实产业扶贫资金
367.41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639个，带动
23.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间接带动全
区70多万农牧民实现增收。举办自治区产
业扶贫成果展，产品销售总额达834.21万元，
现场签订产销订单2007.73万元，意向签约协
议金额达到6684.81万元。全区农牧民收入
快速增长，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净收入、经营
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四大增收来源”同时发
力，预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达到
13%，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据统计，2019 年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363万亩，完成粮食播种面积275.26万亩，推
广以“喜玛拉22号”为主的青稞良种193.89
万亩，良种覆盖率达到90.5%。实施测土配
方施肥、高质高效创建面积各190万亩。育
肥出栏牦牛7万余头，优质奶牛存栏18万头，
预计年末牲畜存栏1758万头（只、匹），出栏
605万头（只）。推动出台鼓励生猪产业发展
的相关政策，实现了生猪产品保供稳价的目

标，猪肉平均价格低于内地。
2019年，我区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颁证率达
99.54%。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清查
资源性资产1.67亿亩、经营性资产94.3亿元、
非经营性资产128.8亿元。其中，巴宜区已完
成第三批国家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任务，达孜、乃东等8个县（区）被确定为第
四批试点。部分县（区）已经开展了成员身
份确认工作，1个县已经在开展股份量化工
作，“1+6”农村改革试验区已完成终（中）期评
估，曲水县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农民
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两项试点任务通过国
家验收。

2019年，全区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达
97.6%，落实各类农牧业基本建设项目资金
23.3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70万亩，建设高
原特色农牧业生产基地62个，新增国家级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1家、现代种业能力提
升工程4个，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项目4个，建
设16座县乡级防抗灾物资储备库；开展不同
海拔不同处理工艺的“厕所革命”试点示范
工作，落实资金11570万元，对57850户实施
整村推进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进行奖
补。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完
成1836个村庄规划，其中16个村落入围中国
传统村落名单。

抓好“十项惠民措施”
实施畜种改良30万头（只）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
势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我区将着力抓好“十

项惠民措施”，加快实施“8个百千万工程”，
推进“十个高原特色生物产业基地”建设。
力争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蔬菜产
量达到100万吨，肉奶产量达到100万吨，完
成高标准农田建设75万亩，实施畜种改良30
万头（只），牦牛短期育肥9万头以上，建设优
质人工饲草基地10万亩。自治区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总产值、全区农畜产品加工业
总产值均突破50亿元，农畜产品加工综合转
化率达到15%以上，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达到13%。

下一步，要提高靶向精准就业质量，深挖
工资性收入增长潜力，提升群众务工技能，大
力发展以青裸、牦牛为重点的农牧业特色产
业，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粮食产量稳中
有增，有效提升禽蛋肉奶、蔬菜等主要农产品
供给水平；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等农业园区着力打造产业基
地，推进农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集聚发展。
另外，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推动
农用地流转工作，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地流
转、股份合作、联合经营，积极做好流转服务。

全区农牧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力争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
18日上午，2020年全区农牧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此次会议对2019年全区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结，对2020年重点任务进

行了安排部署。据了解，2019年农牧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粮食、肉奶、蔬菜等主要农产品连年丰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率达99.54%，全区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达97.6%，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639个。 记者 赵梦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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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李海霞）在西藏广大农牧
区，牦牛等畜禽是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过去一年里，自治区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明显突破，体现在畜禽
遗传育种研究、畜牧业关键技术研制等方面。

“在牦牛遗传资源与品种选育方面，我
们开展了牦牛种质资源保护与基因技术开
发工作，结合前期研究基础，正在构建从
DNA甲基化、编码和非编码RNA、蛋白质表
达差异三个层面的单一或者多重基因/蛋白
互作网络图谱。”自治区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去年，我
们继续对帕里牦牛、斯布牦牛和嘉黎牦牛开
展了良种选育研究，强化高效繁育技术集
成。选育牦牛500头以上，推广种牛200头

以上，补充完善了牦牛选育技术；犊牛培育
50头，比传统养殖体重提高10%以上；组建
200头以上基础群，完善‘查吾拉’牦牛选育
基地；筛选50头核心群，年繁育选育后代30
头以上；继续加强昌都果扎牧场良种扩繁技
术措施，年繁育良种后代100头，年推广种公
牛20头；启动实施改则县野血牦牛新品种培
育攻关研究，初步开展了野血牦牛种质资源
调查，组建基础母牛263头，种公牛24头。”

在奶牛遗传资源与新品种培育方面，该
所筛选出了最适宜西藏本地的奶牛新品种
培育杂交组合，制定了育种方案。同时，还
建立了200头横交母牛的基础群和10头特培
公牛的选育，调阅黄牛改良档案卡500个，查
找系谱300册，对选择的基础母牛和犊牛（特

培公牛）建档立卡；完成了95头后备公牛、成
母牛、后备母牛的体尺测量工作，建立新品
种奶牛基础数据库和选畜标准。

另外，羊在农牧民的生活中同样扮演着
重要角色。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品种改良，
提高绵羊单产水平，2019年，该所以彭波半
细毛羊、象雄半细毛羊、岗巴绵羊和霍巴绵
羊为主导品种，建立了藏系绵羊高效繁育示
范基地4个，开展了品种扩繁与配套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推广绵羊良种800只，产生
选育后代21000多只，改良效果非常显著；开
展了霍巴绵羊和岗巴绵羊两个品系的羊毛
羊肉品质研究和微卫星基因标记研究，为申
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奠定了基础。”自
治区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

介绍，“建立了羊毛相关性状的分子标记育
种技术体系，打破了缺乏可靠的选择标记制
约细毛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瓶颈。”

2019年，该所还新引进纯种萨福克种羊
20只。据悉，从目前来看，引进的种羊体况
良好，逐步适应了我区海拔4000米左右的农
区。通过选种选配，获得36只纯种后代羊。
通过引进和自繁手段相结合，更新了现有种
群血液，扩大了我区肉羊种质资源。

在绒山羊遗传资源与新品种培育方面，
已基本培育出了藏西北白绒山羊新品种1个，
20余年的育种数据统计分析已完成；筛选出
与绒毛牛有关的功能基因8个。与此同时，继
续实施拉萨白鸡新品种培育研究任务，完成
了五世代的生产性能测定和扩繁任务。

去年我区初步开展野血牦牛种质资源调查
组建基础母牛263头，种公牛24头

西藏齐耀4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