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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王静）近日，由中煤地质总
局煤航集团承担的“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信息系统”在西藏拉萨顺利通过专家

评审并获高度评价。据悉，该系统平台是西藏
首次应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色林错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监测评

估，对提升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和能力具有很
强推广作用及示范意义，对助力西藏打造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
自治区西北部的藏北高原，是高原高寒草原
生态系统中珍稀濒危生物物种最多的地区。
在高寒湿地生态系统中都具有代表性、稀有
性和独特性，是世界研究高寒湖泊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生物多样性
不可多得的自然博物馆。

据了解，“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是在2018年西藏自
治区政府和中煤地质总局煤航集团建立战略
合作的基础上，为共同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屏障和建设美丽西藏重要目标，由自治区林草
局立项、并由中煤地质总局煤航遥感信息公司
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完成，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中煤地质总局煤航集团领导高度重视，中
煤地质总局煤航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赖百炼
多次亲赴项目现场，为项目顺利完成及煤航技
术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的开拓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煤地质总局煤航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吴军虎表示，“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信息系统”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以及视
频监控为一体的“空天地一体化”手段，融合云
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建设保护区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主要包括门户网站建设、时空数据三
维信息平台、巡护管理以及“一张图”决策系统，
实现多源、多时相、多角度、全湖域、高智能化的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生态环境保护信息系统，
开展保护区草地资源、湿地资源、生物多样性、
人类活动、大气环境等自然资源遥感本底调查，
全面分析湿地演化、草原退化原因，为保护区有
效管理提供详细的数据支撑。

此外，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信息系统是从应用实际出发，架构合理，功能齐
全实用，主要包括时空数据三维信息平台、巡护
管理系统、考核评估系统、业务管理系统、生态信
息监测系统、视频监测系统，目前只架设了两套
实时传输的视频监控系统，系统的投入使用将助
力保护区走上动态化、规范化、系统化保护之路。

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图由那曲市林草局提供

广大市民及司机朋友：

国道318线林拉公路米墨段第四合同段改造工程由于场地限制及施工要求需要对过

往车辆实施分流。

施工影响段落：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境内至扎西岗乡境内（35公里）

分流时间：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5月5日。

分流方案：单侧通行。在缺陷排查及处治期间视施工情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通行

（利用活动护栏）、行车道封闭等型式。施工期间社会车辆按引导提示限速通行。在施工

区域内及混凝土养护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车方向距施工区域500m、200m处按规

范设置施工标志及限速标志牌，同时设置报闪灯、锥形筒等警示及分流设施，施工区域内

作业人员穿橙色反光背心等方式保证行车及施工安全。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公 告
广大市民及司机朋友：

国道318线林拉公路米墨段第一，第二合同段改造工程由于场地限制及施工要求需

要对过往车辆实施分流。

施工影响段落：日多乡至林芝方向12公里，日多乡至拉萨方向16公里范围内

分流时间：2022年4月19日至2022年5月5日。

分流方案：单侧通行。在缺陷排查及处治期间视施工情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通行

（利用活动护栏）、行车道封闭等型式。施工期间社会车辆按引导提示限速通行。在施工

区域内及混凝土养护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车方向距施工区域500m、200m处按规

范设置施工标志及限速标志牌，同时设置报闪灯、锥形筒等警示及分流设施，施工区域内

作业人员穿橙色反光背心等方式保证行车及施工安全。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公 告

随着气温回升、五一假
期的临近，拉萨市各大旅游
景区（点）的游客逐渐增多，
各地游客的到来让拉萨市旅
游市场迎来今年“暖春”。近
日，拉萨市旅游发展局发布
了“十四五”期间拉萨市旅游
发展规划，规划紧扣把西藏
自治区建设成为重要的世界
旅游目的地、把拉萨建成国
际文化旅游城市目标定位，
提出预计2025年，国内到拉
萨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5%，达
到4200万人次。

文/图 记者 张琳
▲拉萨河风光。
◀八廓街一角。

到2025年
旅游人数超过4200万人次
据了解，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拉萨

市旅游经济规模水平将稳步上升。在经济目
标方面，计划“十四五”期间，拉萨国内旅游人
数及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及收入、旅游总人数
及总收入实现倍增。其中，国内旅游人数年
均增长15%左右，预计2025年达到4200万人
次；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5%左右，预计
2025年达到640亿元；入境旅游人数逐步恢
复到2019年水平，预计2025年达到24.71万
人次；旅游外汇收入逐步恢复到2019年水
平，预计2025年达到1.53亿美元；预计2025
年旅游人数达到4224.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到648.18亿元。

另外，在社会目标方面，预计到2025年
实现旅游带动就业人员达25万人，通过旅游

受益者达58万人以上，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30%、农村就业人员的30%和拉萨市旅游
总收入的30%来自乡村旅游。同时，预计到
2025年，确保拉萨全市A级以上景区的生态
旅游厕所技术和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全覆
盖，对标中国绿色饭店建设要求，实现全市三
星级以上酒店经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处理生
态环保达标率达到100%。

构建旅游发展格局
优化旅游发展“八组团”布局
“十四五”期间，拉萨市旅游发展局将构

建“2228——双核心、双环线、两区、八组团”
旅游功能布局。其中，“双核心”为主城区文
化旅游核、大纳木措生态旅游核，拉萨市旅游
发展局将进一步巩固强化“双核心”功能定
位，并对2021年推出的“拉北旅游环线”进行
整合优化，同时，逐渐形成拉北国家公园生态

发展片区、G318国家风景道带状发展片区两
大特色片区。

此外，拉萨市旅游发展局还将聚集优化
象雄美朵—楚布沟旅游发展集聚组团、羊八
井—琼穆刚噶—廓琼岗日旅游发展集聚组
团、姆兰雪山—热振森林旅游发展集聚组团、
日多—思金拉措—米拉山口旅游发展集聚组
团、甘丹寺—扎叶巴寺—巴嘎雪—白纳村旅
游发展集聚组团、尼木雅江旅游发展集聚组
团、达东—拉萨河口旅游发展集聚组团、甲玛
沟—班禅牧场—雪绒藏布旅游发展集聚组团

“八组团”布局，助力拉萨市旅游市场活力持
续旺盛。

创建旅游品牌
新增2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未来，拉萨市旅游发展局将致力于打造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对旅游品牌产品创建体系进行完善
和升级。

“十四五”期间，创建3处国家级生态旅
游示范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与工业
旅游发展集聚区、3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1个特色藏文化（拉萨）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3个至5个民族民俗文化
旅游示范区，5个至8个文化休闲街区，2个
国家级工业旅游发展示范区。

此外，“十四五”期间，拉萨还将新增2
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6 家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12 家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创建自
治区级和 3 个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 30 家乡村旅游重
点村、20 个精品乡村旅游和 100 个市级乡
村旅游示范点。创建 2 处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

拉萨将创建3个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十四五”期间，拉萨市旅游发展规划定了这些目标

“西藏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信息系统”通过评审

首次采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开展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