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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草原生态修复工程
“全区拥有13.34亿亩天然草原（其中可

利用草原11.29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
五分之一，占西藏总土地面积的12%，居全国
第一。”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说，它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是藏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根
基所在；它是我国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
河源”“生态源”，对全国乃至整个东南亚气
候系统起到稳定和调节的重要作用。

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十三五”时期全区大力实施天然草原
退牧还草工程，共建设休牧围栏3906万亩，
人工种草51万亩，治理黑土滩32万亩，治理
毒草31万亩，落实工程总投资233327万元；
累计下达新一轮退耕还草工程任务15.01万
亩，累计下达资金15010万元。

通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相
关政策措施，全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生态环境逐步改善，2019年天然
草原鲜草产草量达到了10162.8万吨，比2015

年增加了2022.9万吨，2019年全区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达到46.71%，与2015年相比提高了
4.41%。退牧还草工程区内草原植被逐步恢
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收入不断增
加。通过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及政策的
实施，提高了农牧民政策性收入，进一步加
强草原保护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增加了农牧
民收入。

持续开展草原资源保护工程
近年来，通过各项工程的实施，全区生

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退化现象总
体上得到了遏制，但局部地区天然草原退化
形势依然严峻，治理退化草地、恢复草原生
态、维持草畜平衡仍然是我区今后乃至相当
长一段时间草原管理的主要任务。

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1年将启动国有草场建设试点。创
新草原资源监管模式，在全区选择2-3个县
区启动西藏国有草场建设试点，研究制定试
点方案、申报指南和管理办法；推进国家草
原自然公园建设。研究制定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试点建设指南和管理办法，编制全区草
原自然公园发展规划。指导完成拉萨那孜、
山南哲古、那曲凯玛3个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建设，在全区选择5处典型草原区域组
织申报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严格草原征收使用审核审批管理。开
展建设项目征收使用草原行政许可办理工
作，全面实行“互联网+政务”模式，简化程序，
快捷办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组织开展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加大退化草原生态修复
力度，实施草原改良596万亩、人工种草35
万亩。大力推进退牧还草、退化草原生态修
复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等重大草原生态
工程建设。

据了解，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
署，对海拔4700米以上极高海拔地区实施生
态搬迁，实现群众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改善。
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涉及日喀则市、那曲市、阿
里地区3市（地）、20个县、97个乡（镇）、450个
村（居）的31721户，共计130302人，通过实施
生态搬迁，将腾退近35万平方公里土地。搬
迁自2018年启动，计划至2025年完成。

我区大力实施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今年推进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
西藏草原以其广阔的面

积、丰富的水资源、重要的生态
屏障等因素，在我国陆地生态系
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
来，全区不断加大对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的投入力度，有效遏制了
草原退化，促进了草原植被恢复
和草原生态环境改善，“十三五”
时期，大力实施天然草原退牧还
草工程，共建设休牧围栏3906
万亩，人工种草5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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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王静）为庆祝第三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根据自治区农科院安排部署，
动员全所科技工作者围绕新时代农业科技创
新，大力宣传农业科普知识和科技成果，着力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近日，自治区农科院农
业研究所开展“走进创新 放飞梦想”主题科
技日活动，来自西藏自治区职业技术学院的

83名学生参加。
“特别荣幸受邀参加自治区农科院开展

的此次科技日活动，来到这里让我进一步了
解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它在生长周期中所
需要的一些营养，以及如何去施肥管理。”西
藏自治区职业技术学院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大
二学生顿珠卓玛说，“回去以后我会更加扎实

地学习理论知识，为以后西藏的农业事业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治区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唐亚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让学生们
对农业科研现状、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我们现
有的成果有一个简要的认知，便于他们以后更
好地参加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

自治区农科院开展主题科技日活动

自治区农科院开展
果树专题讲座和调研

商报讯（记者 王静）自治区农科院
蔬菜研究所第二党支部与自治区园艺
学会党支部邀请华中农业大学博士伊
华林赴藏开展学术研究交流，伊华林
作专题报告《“果树源于产业，回归产
业”的研究与实践》，科技人员17人参
加座谈听取报告。

伊华林针对我国柑橘产业品种中
存在的问题，利用传统育种技术，结合
现代分子标记和组学技术，进行柑橘
新品种选育和果实发育调控机理研
究。大家通过学习，了解了国内柑橘
产业方面的前言科研技术，拓展了科
研思维广度，对果树产业在西藏农业
科研领域的研究充满了信心。

伊华林还与青藏高原果树资源研
究创新团队一起参观考察了青藏高原
作物种质资源圃果树圃、林芝巴宜区
樱桃采摘园、米林农场以及科研团队
在米林实施的苹果、桃、樱桃、草莓项
目点。重点就青藏高原甜樱桃的研
究、品种、栽培技术、果实品质、市场前
景等开展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自治区植保学会
开展科普下乡活动

商报讯（记者 王静）近日，自治区
植保学会秘书长庞博在日喀则拉孜县
拉孜镇夏杂村举行西藏植保学会下乡
科普宣传活动。为夏杂村党员和村委
会成员宣传4月15日正式公布的《生物
安全法》。

庞博主要向大家宣传了《生物安
全法》立法目的、什么是生物安全、生
物安全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发现
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时该如
何做，并解答了村民在种植青稞、马铃
薯时遇到的病虫害相关问题。

据悉，自治区植保学会今年将下
乡调查与科普宣传工作相结合，提高
了学会影响力，通过送专家、送法律法
规、送知识进乡村，真正把为民办实事
工作做实做好。

声 明
西藏夏瓦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

定代表人由王燕红变更为“王翊凡”，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私章

（编号：54010310007294）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夏瓦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西藏青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

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青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法定代表人由陈科屹变更为“王晓叶”，现声明原公

司公章（编号：5401250001000）、财务专用章（编号：

5401250001001）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青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声 明
由西藏众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天海吉祥花

园A区五标段项目”现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已结清，如

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负责人

联系。

联系人：赵军

联系电话：15289000654

特此声明

西藏众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声 明

声 明
西藏高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发票专用章（编号：

5401260002668）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高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声 明
拉萨城投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

定代表人由闫志国变更为“强刚”，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私章作

废。

特此声明
拉萨城投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彭霞，身份证号码：510623199110058827于2019年

8 月 从 西 藏 南 迦 矿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税 号 ：

91540195MA6TC95W8R）离职，于2020年5月从拉萨铭

珠手绘唐卡有限公司（税号：91540195MA6T5RH89R）

离职，离职至今两公司未变更财务负责人及办税人员，

现请贵公司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我联系处

理。

联系电话：18284550507

特此声明

彭霞

2021年7月7日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