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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高原精灵”
新华社记者 格桑朗杰 王泽昊

4月的傍晚，金色的霞光洒落在绵延的草原上。远处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时而低头进食，
时而迈步奔跑。

这里是被称为人类“生命禁区”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也是独特
而顽强的“高原精灵”生长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多措并举保护生态环境，取得良好成效。如今，一幅“最美第三极”的画卷在藏北草原缓缓展开。

护航集中供暖工程
据了解，2015年以来，阿里地区累计投

资17.35亿元，启动了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工
程，并于2018年实现供暖。期间，人行阿里
中支主动作为，积极指导辖区金融机构主动
对接，了解工程进展需求，提供精准金融保
障服务，推动人寿财险阿里支公司承保工程
项目财产一切险12亿元、特种设备险2000
万元、雇主责任险110万元，确保了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工程的正常运转。

目前，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工程已覆盖阿
里地区狮泉河镇12条主干道、36个供热区、
252个单位小区、3200余栋单体建筑，年供暖
时间为238天，室内设计温度不低于18℃，不
仅为阿里地区企业、居民提供了充足、稳定、
优质、廉价的采暖热源，让群众告别了寒冷，
并且有效缓解了用电紧张局面，对阿里地区
电力发展及改善电源布局具有深远意义。

护航集中供氧工程
阿里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含氧

量不足内地的60％，长期高寒缺氧导致的各
类疾病成为影响群众身心健康的主要问题。

2016年，在阿里地委、行署的努力下，以

招商引资的形式与阿里欧威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正式启动了高海拔集中
供氧工程。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启动
之初，人行阿里中支在得知该企业有融资需
求后，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主动上门对接，了
解项目建设进度，制定融资方案，累计发放
贷款400万元，为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目前，集中供氧工程累计供氧人数已达
1.2万余人次，制氧厂平均每天不间断生产氧
气3450立方米，已安全生产运行5年，累计
供氧60万立方米，同时还引入高原微压氧
舱、便携式微氧舱等氧气设备，为阿里群众、
游客提供了一道坚实的健康保障。

护航集中供电工程
阿里地区拥有全国最好的光照资源，同

时是全国电网覆盖最少的地区。据了解，阿
里地区切实把农网改造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

“民心工程”来抓，先后实施了投资3.17亿元
的三县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投资11.4亿元的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投资18.9亿元的“三区
三洲”电网建设工程以及通大网电供电工
程。人行阿里中支全力支持当地电网改造升
级工作，在当地累计投放2.4亿元绿色信贷资

金用于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有效带动了当地
群众转移就业、致富增收，2375农户、9204农
民从中受益。

目 前 ，阿 里 地 区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99.07％，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万家灯火与
美丽星空交相辉映的美好蓝图已渐渐显现。

人行阿里中支全力保障民生工程建设
近年来，人行阿里中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围绕阿里地区党

委政府战略规划，发挥行业优势，强化信贷支撑和保险保障，提升服务质效，全力保障民生工
程建设，提升了辖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 记者 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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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拉萨邮件处理集散中心
1、2号办公楼租赁权拍卖成交结果公示

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委托，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4

月18日11：00在西藏自治区邮政公司院内会议室以拍卖方式对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

区分公司拉萨邮件处理集散中心1、2号办公楼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卖成交结果公示如下：

一、租赁权拍卖标的成交结果情况

二、公示期

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4月25日18：00止，如对以上结果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以

书面形式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反映，逾期将不予受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3989909906

西藏旭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9日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
西藏双湖县城以北的亚阿木管理站内，

前夜生起的火炉早已熄灭。随着黑色的羊
粪倒入火炉，屋内开始暖和起来。

作为亚阿木管理站最年轻的管护员，24
岁的洛桑日达经常早起生火。“燃料最常用
的还是动物粪便，火炉是双湖这地方的标
配。”他说。

双湖县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全国海拔最高县。这里空气含氧量只有平
原地区的40%，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数200
天以上……

作为一名管护员，洛桑日达和另外7名
队友是这片无人区的守望者。

每日清晨，洛桑日达和他的伙伴们便骑
着摩托车向着无人区深处进发。一本记录
本、一支笔、一包糌粑和牛肉干、一副望远
镜，就是他们的常用装备。他说：“我们平常
最多会行进100多公里，有时看到被铁丝网
困住的野生动物，还会进行救助。”

“我们的工作通常都是巡逻和记录。”洛
桑日达说，“每次巡逻我们都会对沿途遇到
的藏羚羊、藏原羚、狼、棕熊等野生动物的数

量、种群、性别进行分类和记录，以便更好地
监测野生动物数量的变化情况。”

走进亚阿木管理站，墙上挂满各类野生
动物科普图和各式保护标语，让记者印象深
刻。“我们平常还会前往牧民家中分发科普
材料，让牧民也了解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
副站长达嘎说。

2015年7月，西藏开始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据了
解，目前自然保护区内共有73个管理站、
780名管护员。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喜欢远远
地望着这些‘精灵’自由地奔跑在这片属于
它们的土地上。”达嘎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明
显感受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在好转，藏羚
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数量逐渐增多，“这
些年我已经多次见到雪豹，这在我小的时候
不可想象。”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羌塘南部人口及

家畜数量的快速增长，牧民向羌塘腹地的无
人区搬迁。

但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加强，野生

动物数量的恢复性增长让当地群众犯了难，
“这往后人、草场和野生动物三者之间的矛
盾该如何化解？”

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羌塘高原87%
的家庭经历过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其中包
括雪豹、棕熊等野生动物对人类日常生活的

“发难”，以及日益凸显的草畜矛盾。
为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难题，让部

分牧民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过更舒适的生活，
给野生动物腾出“家园”，2018年6月，西藏
开始实施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把藏北高
寒草原还给它们，让它们更好地生存。”牧民
仁增说，他们一家2018年从那曲市尼玛县荣
玛乡搬迁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

人退草进。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
然资源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全区80%以上的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保护。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野生动物，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此外，为更好地解决人与野生动物的冲
突，西藏各地先后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商
业保险业务。截至目前，兑付补偿资金7.22
亿元，实现了群众利益维护与野生动物保护

的双目标。

“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近年来，西藏境内一些高原特有珍稀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恢复。截至目前，
藏羚羊由5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黑颈鹤由
不到3000只上升到8000多只，野牦牛、棕
熊、狼、沙狐等野生动物数量也有明显增
加。西藏已累计投入121亿余元全力实施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我国面
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
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栖息着藏羚
羊、野牦牛、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1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21种，被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

如今，当游客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边缘经过时，不时与藏羚羊、藏野驴的
美好邂逅让人喜出望外。

这样的景象，是阿里地区先遣乡扎布管
理站副站长琼努一直期盼的事情。他说：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如何更好地保护
野生动物，是我们应当去学习和实践的，这
也是我们留给后辈最珍贵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