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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来自教育系统的人大代
表，贡秋旺姆始终奋战在教学一线，热
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她表示，2021年，
教育“双减”政策颁布实施，充分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关
心。“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加强学习，积
极更新教育理念，充分钻研教材教法，
立足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别化、实践
性学习需求，着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让‘双减’政策真
正取得实效。”贡秋旺姆说。

文/图记者娄梦琳

自治区人大代表、昌都市江达
县小学校长贡秋旺姆

让“双减”政策
真正取得实效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现新突破
次成甲措介绍，2021年，全区通过实施

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两江四河”流
域绿化、重点区域生态公益林建设、沙化土
地治理等重点工程，完成造林面积117.53万
亩，年度计划任务完成率106.85%，其中，完
成人工造林 36.87 万亩、封山育林 14.18 万
亩、飞播造林种草66.48万亩，同时完成森
林抚育26.25万亩。

我区还大力推广营造林“先造后补”模
式，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营造林工作积极性，
提高造林质量，加快推进国土绿化步伐，完
成先造后补项目 23.4万亩；组织实施乡村

“四旁”植树行动，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名
义印发了《西藏自治区乡村“四旁”植树行
动方案（2021-2023）》，出台了《乡村“四旁”
植树检查验收办法》，编制了《西藏自治区
乡村“四旁”植树技术指南》，全面组织指导
开展乡村“四旁”植树行动，已完成乡村“四
旁”植树任务 493 万株，计划完成率为
96.1%；持续推进飞播造林工作，飞机播种造
林成效监测机制正式运行，完成飞播造林
56.48万亩、飞播种草10万亩。

同时，积极总结经验，结合实际监测情
况，编制了西藏飞机播种造林种草“十四
五”规划，做到规划有数据支撑和合理依
据；协助开展防沙治沙综合考核，配合国家
考核组完成对西藏自治区“十三五”防沙治
沙目标责任期末综合考核工作和山南市全
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评估验收工作。

林草资源管护继续强化
在林草资源管护方面，我区严格执行

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加
强林地保护和占用征收林地管理工作，合
规审慎办理林地审核审批876宗、审批面积
2366.1公顷。认真编制“十四五”期间年森
林采伐限额，确定我区“十四五”期间年森
林采伐限额为27.4万立方米。

此外，我区积极实施自治区财政湿地

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完成江萨等 4 个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验收材料编制和申报工作，
并通过国家验收；实施了金钱豹和密叶红
豆杉等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和
生态环境监测等；组织开展了高黎贡山
（伯舒拉岭）西藏片区野生动植物资源本
底调查、“我们与藏羚羊”科考活动，央视
新闻频道《朝闻天下》就科考活动共播出7
期专题报道。

全面推动林草工作高质量发展
谈到2022年重点工作，次成甲措表示，

自治区林草局将继续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以全
面推行林长制为抓手，以加快推进林业草
原、国家公园融合发展为主线，着力加强国
土绿化，着力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着力推进
国家公园示范区、全国草原保护修复示范
点、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创建工作，深
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林草局的
决策部署，全面推动林草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极高海拔搬迁工作方面，按照推进山
南市贡嘎县森布日二期安置点建设任务的
要求，加快推进安置点综合政务中心、周转
房、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森布日
二期项目尽快竣工，达到验收入住条件，为
2.6万搬迁群众顺利入住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我区将积极推进青藏高原国家
公园群建设及申遗工作。加快创建青藏高
原国家公园示范区，继续推进青藏高原国
家公园群建设。充分依托西藏地处青藏高
原腹地的生态区位优势，发挥西藏国家公
园创建引领示范作用，统筹将羌塘、珠峰、
雅鲁藏布大峡谷、冈仁波齐—玛旁雍错、高
黎贡山（西藏段）等生态重要区域纳入国家
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高质量建设三江源国
家公园，加强格拉丹东、当曲等长江源区生
态系统整体保护修复。加快阿里冈仁波
齐、玛旁雍错—土林古格世界自然和文化
遗产申报工作。

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列席人员、自治区林草局党组书记次成甲措

我区将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

记者从自治区两会获悉，截至目前，我
区已完成国土绿化面积712.3万亩。这喜
人的成绩得益于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国土
绿化，大力实施拉萨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

“两江四河”流域绿化、重点区域生态公益
林建设、沙化土地治理等重点工程。2021
年，西藏在林草方面取得了哪些丰硕成
果？2022年，将开展哪些重点工作？记者
采访了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列席人
员、自治区林草局党组书记次成甲措。

文/记者 王静 图/记者 阿旺尼玛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列席人员、
江孜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介绍，作为传统
农业大县，江孜始终坚持将青稞产业放在
县域产业主导地位。2021年青稞种植面积
11.1万亩，青稞年产量6万吨以上；建成良种
繁育基地7267亩，年产青稞良种472.36万
斤，除满足本县使用外，还向昌都、山南等
地销售101.62万斤，实现经济收入379.05万
元。同时，结合青稞产业现状，江孜县引进
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日喀
则藏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青稞加工企
业，2021年通过“订单式”方式收购农牧民
群众青稞原粮 5000 吨，直接溢价增收 400
余万元。

江孜县生产的酥油、奶渣等产品在全区
负有盛名，也涌现出了江孜县奇宁农畜产
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江孜县喜嘎奶牛
生态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专合组织。下
一步，江孜县计划多方争取资金打造规模
化奶源基地和奶制品加工企业，形成品牌
优势，不断增加农牧民群众的现金收入。

江孜素有“卡垫之乡”的美誉，在加大
传统藏毯编织技术保护传承力度的同时，
江孜县藏毯专业合作社立足市场，推动藏
毯工艺革新，其首创的“纸样实用技术”申
报了国家专利，提升了生产效益、打开了销
售市场，年均带动群众增收192万元。

江孜沙棘是西藏本土树种，适宜高海拔

地区种植，防风固沙效果好，水土保持功能
强，具有极好的生态效益。江孜县沙棘苗
木培育基地总面积达7600亩，产品广泛销
往日喀则和阿里、山南、拉萨等地。2021
年，培育基地共出圃沙棘等苗木 338.03 万
株，实现收入1428.16万元。此外，通过采取

“基地+支部+农户”模式，基地辐射周边21
个行政村，利用闲置的温室大棚107座培育
沙棘苗，带动250人增加收入约350万元。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孜县境
内拥有宗山抗英遗址、帕拉庄园、乃钦康桑
雪山、紫金湿地等旅游景点。2021年以来，
江孜立足历史文化名城独特优势，申请了

“江孜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断完
善旅游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江孜
英雄古城国家4A 级文化旅游景区创建工
作，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古城文
化、民俗文化，推动江孜成为重要的世界旅
游目的地。

巴桑表示，下一步，江孜县将紧跟区、
市两级产业发展步伐，整合全县产业优势
资源，因地制宜探索建立产城融合发展新
载体新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牧产
业转型、单一旅游过境地向品牌文化旅游
目的地转型、传统手工业向民族文化产业
转型，以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两会 专访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列席人员、江孜县委副书记、县长巴桑

因地制宜探索建立产城融合发展新模式
2021年以来，江孜县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历史地位，统筹谋划产业发展布局，突出顶

层设计，研究制定了《江孜县关于深入推进农牧区产业发展的意见（2021-2025）》《江孜县乡村
振兴战略总体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5亿多元做大做强青稞、江孜沙
棘、藏毯及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并突出标准化、组织化建设，力争将其打造成全市乃至全
区立得住、叫得响的特色品牌。 文/记者 央金卓玛 图/记者 刘凡

在“县”访谈

两会 声音

自治区人大代表、林芝市净源
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林公司
副经理侯晓雷

建设农牧民
安全用水保障体系

农牧区饮水安全作为民生工程，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支撑。侯晓雷比较关注污水
排放的民生相关问题，并且希望能积极
发挥国有企业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
帮助农牧民解决污水排放相关问题，并
且建设农牧民安全用水保障体系。

文/记者谭瑞华图/记者刘凡

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自治
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土艳丽

加强自治区级
重点实验室建设

一直以来土艳丽都特别关注重点
实验室发展相关问题。她告诉记者：

“目前，我区已认定的36家自治区级重
点实验室因缺乏长期稳定支持，以致在
实验室引进和培养杰出人才、支持创新
性研究课题 、维护维修大型仪器设备等
方面存在很大资金缺口，所以希望能加
强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稳定建设。”

文/记者王静图/记者阿旺尼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