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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充分展示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
就，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良好氛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面向社会开展“生态文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征文和短视频征集活动，具体启事如
下。

一、活动主题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二、征集时间
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4月15日止，以收到作品时

间为准。
三、活动对象
全体社会公众。
四、活动内容
紧紧围绕活动主题，通过文章和短视频形式，从西藏壮丽秀

美的生态美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波澜壮阔的生态建
设、点滴做起的生态生活以及稳定健康的自然种群等角度入手，
生动讲述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变化，畅
谈美好生活，展望美好未来，充分展示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

五、作品要求
（一）征文作品
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内容要结合活动主题，立场鲜明、见

解独到、寓有新意、言之有物、逻辑清晰。作品篇幅建议控制在
3000字以内。

（二）短视频作品
紧扣活动主题，内容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包括科普知

识、典型案例、先进事迹、典型成果等，有一定视觉表现力，内容
精炼、画面清晰、节奏紧凑、感染力强。时长15秒－600秒均可，
MP4、MOV、WMV格式，像素比例为高清（1920×1080）以上。语
言为中文标准普通话，字幕为简体中文。

六、投稿方式
（一）网上投稿
1.投稿邮箱：stwmzw6849043@126.com
2.邮件标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投稿+稿件标

题+类别（征文/短视频征集）+姓名（单位名称）+联系方式。
（二）线下投稿
1.邮件要求：信封封面请注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投稿”，内含稿件标题、类别（征文/短视频征集）、姓名（单位
名称）、联系方式等说明内容。

2.邮寄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金珠中路26号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法规处 李培
3.邮编：850000
4.联系电话：15089023456
七、奖项设置
本活动将邀请有关专家评选，设置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

名、三等奖三名以及优秀奖五名予以奖励，并择优向生态环境部
推荐参加全国展评。获奖名单将在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方
网站予以公布。优秀征文作品将在区内主要报刊和新媒体平台
发布推广，优秀短视频作品将在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及短视频平
台广泛推送。

八、注意事项
1.投稿作品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2.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此前未正式发表。用少数民

族文字创作的作品须译成汉语投稿。
3.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作

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
的合法权益。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有权对征集作品公开发
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展览展示等。

4.投稿作品一律不予退还，请自行保留备份。
5.本启事解释权属于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凡投稿者，即

视为已同意本启事所有规定。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登巴扎西 0891-6849042

李培 0891-6849039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1年2月2日

关于关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主题
征文和短视频征集活动的启事征文和短视频征集活动的启事

创建美丽乡村
提升老百姓幸福感、获得感
记者了解到，自2012年全面启动自治区

生态村及生态乡镇创建工作以来，拉萨市充
分发挥头雁作用，成为全区获得自治区级生
态创建命名比例最高的城市。拉萨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0年底，拉
萨市251个行政村（包含拉萨城内社区）成功
创建为自治区级生态村，创建率达95.4%；64
个乡镇成功创建为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创建
率达100%；墨竹工卡县、当雄县、城关区、堆
龙德庆区等4个县（区）成功创建为自治区级
生态县（区），当雄县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

距离拉萨市区 18公里的达东村，是西
藏保护最完整的千年古村落之一。村民卓
玛告诉记者，“以前的达东村虽然有人文历
史、自然美景，但却不像今天这般美丽整
洁、游人如织。”2016年以来，柳梧新区以建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对4个
行政村因村制宜，按地施策，特别是达东
村，依托脱贫攻坚和净土健康产业发展，通
过改水改厕、通水通电、改造旧房、提升道

路、改造巷道、提升绿化等措施，使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村庄环境
焕然一新。

开展造林项目
为市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年年种树树成林，代代植绿绿成荫。近
年来，拉萨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实
施了“树上山”、东侧山体绿化等山体造林
工程、周边山体防护工程、重点区域生态公
益林、义务植树等众多造林项目。通过全
民参与，营造了植绿、爱绿、护绿、兴绿的良
好社会氛围，在提高城乡绿化覆盖率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环保就是造福子孙后代的观念深
植人心。

“近几年，各类公园建设、城市绿化升级
等项目都建起来了，夜晚灯火通明，整个柳
梧新区给我的感受就像是城市森林生活一
般。”南山公园一角，散步的马先生感叹说。

记者了解到，2012年，拉萨市启动南山
造林绿化工程，开始试验种植各类苗木，采
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一批批苗木和客土运
上山，将水输送至山顶，使荒山变成了郁郁
葱葱的秀美公园。如今，新增植被每年可

减少泥沙流失4000吨，有效减少了水土流
失，改善了生态环境，为市民休闲提供了好
去处。

处理城市污水、垃圾
实现还大自然碧水清流

随着拉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水的排
放也在不断增加，近些年，柳梧新区始终高
度重视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工作，目前生活
垃圾全部清运至拉萨市生活垃圾处理点；
为使北组团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柳梧
新区还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并先后投入近
2000万元。

同时，柳梧新区积极开展拉萨河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安排河道巡逻员对拉萨河（柳
梧段）沿岸的河面漂浮物、河岸垃圾、拉萨
河周边水系、沿山防洪渠等地方进行了重
点清理；为长远解决北、中、南组团、顿珠金
融产业园的污水处理需求，柳梧新区投资
3.5亿余元，正在开展污水处理厂及配套主
管道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工作，远期处理
规模为7.5万立方/天，近期处理规模为4万
立方/天。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
善，有效减少了水环境污染，真正实现了还
大自然碧水清流。

拉萨市多措并举打造碧水蓝天

251个行政村成功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村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打造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国土绿化进程，提升城市绿化覆盖
率，截至2020年底，拉萨市251个行政村（包含拉萨城内社区）成功创建为自治区级生态村，创建率达95.4%；64个乡镇
成功创建为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创建率达100%。 文/记者 黄苗 图/记者 刘凡

拉萨北山造林项目。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近日，拉萨
市妇联驻穷达村工作队开展走村入户
关爱慰问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们分工明确，
对屋中卫生死角进行清理，并向他们
发放了刻有“关注妇女发展、关爱儿童
成长”字样的雨伞、餐具、书包等宣传
品及100个防疫口罩。

拉萨市妇联驻穷达村工作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志愿服务活动，进一
步增强了妇联驻村工作队的责任感，
也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带去了关怀
和温暖。

拉萨市妇联开展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

商报讯（记者 央金卓玛）邮政普
遍服务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维
护国家政令畅通、加强地方政权建
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拉
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办事处，因
城市规划格局发生变化，原乃琼镇人
民政府整体搬迁重建，导致拉萨市最
后一个空白乡镇邮政局所补建工作
处于滞后状态。

近年来，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多次
向拉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堆龙德
庆区人民政府沟通协调该网点的补
建移交工作，在拉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多次协调下，该网
点目前顺利移交给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该网点的顺
利移交和正常对外营业，标志着拉萨
市空白乡镇邮政局所补建工作圆满
完成，拉萨市已实现邮政乡乡设所、
村村建站的目标。

下一步，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将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邮政企业认真
履行邮政普遍服务义务，满足人民群
众日常用邮需求，引导邮政企业在做
好邮快合作基础上，加强警邮合作、税
邮合作，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扶贫
攻坚，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拉萨市补建
空白乡镇邮政局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