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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有大面积天然草原，草地畜牧业是
当地农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在
那曲、阿里等地，由于长期过度放牧，再加上
海拔高、寒冷和干旱等原因，草产量低、退化
后恢复慢，导致不少草地不同程度退化，生
态功能减弱，生产力下降。”西藏高原草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余成群说。

2010年开始，西藏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人
工种草项目，以缓解草畜矛盾带来的草原生
态安全问题，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缓
解草地资源环境压力，获得了良好的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没想
到种草竟成功了”

日前，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那曲市尼玛
县人工种草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草种子
和肥料。据介绍，因为高寒气候，这里4月份
土壤还没解冻，5月底才能正式开始种草。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没想到种草竟
成功了。在这里，燕麦平均株高1.5米，高的
能达1.7米。”那曲市草原站畜牧师严俊说，
2021年，他们在尼玛县万亩有机饲草基地创
建了全程机械化区域化人工种草模式，加快
了那曲草牧业转型升级和草原恢复。

作为西藏主要畜牧业生产基地，那曲草
原面积大，但海拔高、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为此，那曲市相关部门把引种筛选推广适宜
高寒牧区的优质牧草品种、提高牧草总量、
减轻草地压力、缓解过牧引起的草畜矛盾和
草场退化问题作为重要任务。

那曲市草原站站长、高级畜牧师旦久罗
布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牧草引种筛选工
作。经过10多年努力，他们从区内外引进牧
草100多种，成功筛选出适宜那曲不同区域
种植的牧草品种19种，并在2021年成功推广
优质高产牧草燕麦品种集中连片5万余亩、
房前屋后人工种草4.6万亩。

“目前，我们已探索出4种区域化人工种
草模式，分别是针对牧户单户几亩地的‘房
前屋后、圈窝子’人工种草，针对联户十几亩
地的‘草牧业科技创新示范村’人工种草，针
对合作社、养殖大户几百亩的‘适度规模’人
工种草和针对规模较大合作社及企业几千
亩甚至上万亩的‘全程机械化’人工种草模
式。”旦久罗布说，发展区域化人工种草，在
防治水土流失、风沙和荒漠化，提高饲草产
量，加快天然草地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均
有促进作用。

“现在不仅牛羊能吃饱，我们
的村子也变美了”

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日喀则市康马县
涅如堆乡，工人正在万亩人工种草基地上有
条不紊地开展种植，随处可见忙碌的场景。

“我们今年准备继续种植紫花苜蓿、燕

麦草和绿麦草。”涅如堆乡乡长嘎玛旦达说，
6年来，涅如堆乡开辟了2.3万亩人工种草基
地，建设了与之相配套的绵羊养殖业、草颗
粒生产线，让村庄更绿更美，也为群众增加
了收入。

41岁的占堆是涅如堆乡贡巴村村民，以
前一年中外出打工两三个月，其余时间在家
干农活，一年收入也就1万元左右。自从有
了合作社，占堆比以前忙碌多了。“我现在在
合作社主要是喂羊，每个月有4500元，年底
还有分红。”占堆开心地说。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塔杰村，年底
可以按照每只绵羊70元的标准分红，去年全
乡有400户村民参与分红，共计50多万元。”
合作社负责人立新介绍，除此之外，合作社
还吸纳了项目区的200多人就业。

在合作社的饲草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
忙碌。立新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增加饲草
的附加值，把青干草充分利用起来，生产颗
粒饲料。“现在不仅牛羊能吃饱，我们的村子
也变美了。”66岁的村民伦珠说。

近年来，西藏相关部门按照“政策引、项
目推、技术促、典型带”的工作思路，大力发
展人工种草，种草养地，种草养畜，林草间
作，固沙聚水。目前，全区人工种草保留面
积达到157万亩。

“让种的每棵草都发挥其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西藏自治区气候中心（西藏自治区遥感
应用研究中心）主任边多表示，人工种草在

缓解草畜矛盾、巩固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治理生态环境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余成群介绍，西藏当前面临草原退化、
沙化和荒漠化等环境问题。人工种草在牧
草产量、品质以及抗自然干扰、区域水土保
持、保证牧草资源稳定等方面优势明显。研
究表明，有草皮地面与无草皮地面相比，地
面径流量减少47%、冲刷量减少77%。人工
种草生长快速，大面积开展人工种草还可以
有效降低风对土壤的侵蚀并有效应对土壤
沙化。

筛选适宜的饲草品种、开展人工草地建
设，有利于土壤养分条件的改善，提高植被
覆盖度、高度和密度。人工草地植物叶面积
大，光能利用率和生产力更高，牧草净化空
气能力更强。近年来，为了快速、准确、科学
地判定人工种草成效，西藏自治区遥感应用
研究中心利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在自
治区农牧厅提供的1066个全区人工种草地
块中选取153个典型地块开展人工草地卫星
遥感监测分析评估。分析结果表明，人工种
草区域牧草长势喜人。

“人工种草使自然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同时在牧草产量、品质、抗自然干扰以及区
域水土保持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边
多说，接下来，他们将利用遥感技术继续加
大对人工种草的监测力度，在利用遥感技术
评价草种适宜性等方面提高研究和应用水
平，“在人工种草前开展气候适宜性评价工
作，避免盲目种草、保证按需种草，让种的每
棵草都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大力推广人工种草、推进畜牧业转型、推动草业发展——

西藏护好草原生态
人民日报记者 琼达卓嘎

为提升“冬游西藏”品牌形象，西藏自治
区旅游发展厅联合携程共同搭建了“畅游西
藏，宿在美村”主题馆。游客只需要在携程

客户端首页搜索栏输入“西藏”“拉萨”和“布
达拉宫”这几个关键字便可找到该主题馆。

据了解，主题馆页面囊括了“宝‘藏’

美宿 Top10、畅游新西藏、花样主题随心
住、宿在宝藏村落、窗外胜景、旅行达人探
店乐”等板块，从地区、主题、村落、景点
等不同角度为游客推荐精品民宿和酒店，
并展示了“宝‘藏’美宿”活动的最新成
果，包括分享 Top10 美宿名单和多位高人
气旅游达人分享的精品视频与攻略笔记，
帮助游客发掘出小众且高品质的美宿和
周边新玩法，所释出的图文、Vlog 等不仅
可以作为行程规划的参考，也能让用户、
游客更直观地从多个角度去感受新西藏、
新业态的魅力。

2022年2月至3月，自治区旅发厅与携
程联合发起“寻找宝‘藏’美宿”评选活动。
经过专家评选、网络评选、省厅复核等层层
审核，最终出炉宝“藏”美宿Top10榜单。据
了解，本次评选参与热度持续攀升，超68000
人次参与了投票评选。

与此同时，入选榜单的“十大美宿”获得
了官方及携程平台的强势推广宣传。在推

出榜单后，携程邀请了多名旅行达人对“十
大美宿”进行深度探店，以游客视角体验记
录，并同步产出了一系列优质图文和视频内
容。

据统计，微博#宝“藏”美宿# 话题阅读
量、图文阅读量、视频播放量累计近5500万
人次。不仅如此，这些美宿更是成为游客假
期到西藏旅游的热门选择，其中珠峰脚下的
平措康桑珠峰大本营富氧酒店、吉山吉舍等
民宿在“五一”期间预订火爆，出现一房难求
的情况。

据悉，从2018年开始启动至今的“冬游
西藏”已持续四轮，成为破解“半年经济”瓶
颈的一项重要常态化举措。此次宝“藏”美
宿推广计划是2021年 10月15日至2022年3
月9日第四轮“冬游西藏”系列活动的重要一
环。活动期间，除了宝“藏”美宿，还推出了
多个优惠政策，包括景区免费游览、酒店房
价和机票实行淡季价格等等福利和优惠，进
一步刺激当前我区旅游消费。

宝“藏”美宿为西藏旅游注入新动能
为促进西藏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进一步刺激当地消费潜力，让更多游客了解当地的优质美丽的民宿，

自2021年12月起，自治区旅游发展厅联合携程集团以“宝‘藏’美宿”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营销推广举
措。作为“冬游西藏”的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此次活动对西藏的精选美宿进行集中推广并取得成效，丰富了
游客对西藏旅游的认知，向市场传播了西藏旅游的新业态、新玩法、新形象。 记者 张琳

山泽居度假酒店山泽居度假酒店。。图片来源于中国西藏旅游微信公众号图片来源于中国西藏旅游微信公众号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全区高海拔地区供氧工程招聘制氧设备测试服务机构的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2022年全区高海拔地区供氧工程目前正在开展

公开招标工作，为保障项目设备质量，我公司现公开招聘具备制氧设备测试资格的第三方服务
机构，并就相关内容及要求公告如下：

一、招聘内容及要求
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2022年全区高海拔地区供氧工程在项目招标

环节提供制氧设备测试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以邮政公司委托的为准。
二、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备制氧设备测试相关资质的服务机构。
（二）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如企业是“三证合一的新营业执

照，则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即可）；企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近年无不良记录。
三、报名事宜：
（一）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5月26日报名，每天9：30-13：00，15：30-18：30（北京时间）。

（二）报名需提供以下资料：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
件、开户许可证、测试资质证明等相关文件（以上资料均需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发布公告媒介
（一）中国邮政官方网站（www.chinapost.com.cn）
（二）西藏商报
本公告在上述媒介同时发布，其他媒体转载无效。
五、采购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顾先生 鲁女士
电话：0891-6241348 6241229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