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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西藏日报记者 杨子彦 旦增兰
泽 王雪）9月22日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五场新
闻发布会，通报我区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
况，介绍山南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关情
况，解答疫情期间如何通风、消毒等问题。

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副秘书长
旦增伦珠介绍，9月21日0时至24时，全区新
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为拉萨市报
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3例（其中拉萨市
134例、日喀则市6例、那曲市3例）。

9月22日0时至14时，全区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为拉萨市报告）。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59例（其中拉萨市58例、日喀
则市1例）。

截至9月21日24时，全区共有高风险区
14个，中风险区97个。

9月21日新增感染者156例，均在隔离管
控区发现。

截至9月21日24时，全区治愈出院2881
人，60240名密接者解除集中隔离观察。目
前69596人在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牟永文表
示，山南市自9月19日零时起实现有序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的目标。目前，全市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有序恢复
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各类餐饮单位开门营
业，提供到店自取、外卖订餐和无接触配送
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有序恢复正常运营，各
县域内人员和车辆有序流动，熟悉的“烟火
气”逐渐归来。山南市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从严从细抓外防输入，常
态长效抓核酸检测，严管严控抓重点场所，
有力有序抓复工复产，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
疫情防控成果。

就山南市复工复产有关情况，牟永文介
绍，山南市在严格规范做好项目工地疫情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隆子机场建设、农村公路
建设等全市40余个重点项目实行施工人员
闭环管理、工地封闭施工等措施，疫情期间
未停工，施工现场“零感染”，项目建设有力
有序推进。分类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在全面
评估每个项目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形势和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的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一
批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开复工，目前共有
245个项目陆续开复工，开复工率达到74%，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在严把外防输入关口
的基础上，积极帮助施工企业解决施工材料
供应、技术人员返岗等方面的困难问题，与

区内外材料供应商建立协调供应机制，全力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下一步，山南将坚持安
全有序与前赶进度相结合，按照先点后面、
先急后缓、分类分批原则，在严格审核责任
落实、员工排查、闭环管理、配套措施等复工
复产条件到位情况的基础上，一个领域、一
个项目的盯紧复工复产。同时，山南还研究
制定了关于稳定市场主体、推动复工复产的
十项措施，计划通过加快消费恢复、抓好物
流保通保畅、加快旅游业复苏、缓缴社保费
用、支持本土资源加工类产品出藏、助力快
递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支持企业稳产、支持
企业扩岗、减免房屋和商铺租金、为市场主
体减费让利等一系列政策红利，积极为全市
复工复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疫情期间怎样开窗通风才安全、如何正
确使用84消毒液或酒精居家消杀，对此，自
治区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自治区疾控中心
副主任侯配斌作了解答。

侯配斌介绍，目前认为，经呼吸道飞沫
和密切接触传播是新冠肺炎主要的传播途
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可经气溶胶传
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也可能造成
感染。开窗通风的目的是加强室内外空气
流通，最大限度地降低封闭环境气溶胶传
播的风险。开窗通风还可以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有益于提高身体免疫力，从而增强
抵抗病毒感染的能力。因此，在大多数情
况下，建议大家可以在晴朗天气、室外温
度适宜的条件下多开窗通风，增加室内空
气流通，每天2-3次，每次20-30分钟，开窗
通风时注意防寒保暖，避免受凉感冒。但
有些特殊情况，如小区出现的阳性病例房
间与自家距离较近，存在因空气从病例房
间流到自己房间致感染可能，要慎重进行
开窗通风。

侯配斌介绍，84消毒液是一种含氯消毒
剂，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和刺激性，一定要按
照使用说明进行使用；使用时，一定要做好
个人防护，不能和洁厕净同时使用，防止产
生有毒气体，危及健康甚至生命安全；一般
预防性消毒时可采用500mg/L的84消毒液
溶液即可。酒精消毒浓度应在60%-90%，
75%酒精最常用，正确的使用方法是用于手
或小件物体表面消毒，喷洒或擦拭受到污染
的物品表面，可避免接触性感染；室内大面
积喷洒酒精、在厨房内使用酒精消毒等消毒
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酒精储存要避免放置在
有火源、高热环境中，以免发生火灾，同时对
酒精过敏者要慎用。

“用消毒剂对空气进行消毒时，一定是
无人环境，避免往人的身上直接喷洒消毒
剂。”侯配斌提示。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五场新闻发布会

点“黑”成金
黑青稞，青稞众多种类中的一种，因颖壳

及籽粒表皮呈现黑紫色而命名。隆子县平均
海拔3800多米，日照时间长，加之受印度洋
暖湿气流影响，独特的气候条件孕育出黑青
稞生长的沃土。

“黑青稞是我们隆子县的特色农产品，具
有高抗氧化性，并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膳食
纤维。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追求，黑青稞
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深受消费者喜爱。”隆子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仁增拉宗说。

近年来，隆子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打造黑青稞特色农业产业，年均
种植面积从 1.3 万亩提高到 3 万余亩，单产
从每亩 490 斤提高到每亩 560 斤。如今，
黑青稞已成为隆子县的一面金字招牌。
隆子黑青稞、隆子黑糌粑也已分别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产品。

隆子县热荣乡45岁的洛桑旦增是当地
有名的致富带头人，2017年创办了洛旦农畜
产品加工合作社，主要加工黑青稞等农产
品。“千好万好，卖出去才是真好。”洛桑旦增
说，“隆子县人少，外来人口也不多。但隆子
黑青稞名气大，很多内地人慕名托当地人代
购，于是我决定走线上销售。”

从利用微商推广黑青稞到注册网络电
商，洛桑旦增通过积极探索，合作社发展
日益壮大。2019 年，洛桑旦增注册成立了
隆子县沃洛特色产品综合销售有限公司，
主动帮扎日乡、加玉乡等周边乡镇的合作
社代销农产品。截至目前，该公司代理销
售产品有黑糌粑、豌豆粉、藏香等 40 多个
产品，累计创收 160 余万元，带动 200 多名
群众增收。

从不为人知到销售全国，黑青稞产业已
成为当地群众赖以增收的香饽饽，辐射带动

群众4231户。“去年我家种了49亩黑青稞，亩
产可以达到650斤，创收近8万元。”隆子县隆
子镇宗雪村村民顿珠旺杰说。

产业开拓不止于此。隆子县不断完善黑
青稞产业链，通过培育企业撬动社会资本力
量，对黑青稞种植、加工、研发、销售等环节进
行细化深耕，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很好带动了
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今年以来，隆子县加快产业发展步伐，总
投资1500万元的黑青稞发酵基地升级改造，
总投资1000万元的玉麦湘藏香猪养殖基地改
扩建等项目相继完成招标，农牧产业迈入新
阶段。

据了解，2021 年隆子县实现加工黑青
稞1086.75吨，产值达2436万元。“除了黑青
稞，近年来我们县的黑百花奶牛、黑藏香猪
等产业发展也初见成效。点‘黑’成金，隆
子将继续因地制宜促发展，力争让这些产
业成为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
仁增拉宗说。

“隆子县将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
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加
快村集体经济建设、农村产业示范建设，努力
做到乡村振兴产业旺、农民增收有奔头。”隆
子县委书记次仁加措说。

绿色传奇
过去每年雨季一过，隆子河水逐渐干涸，

裸露河床上的黄沙随狂风飞扬，遮天蔽日犹
如雨下。隆子县忙措村75岁的索朗拉杰回
忆道：“光秃秃的山坡没处放牧，每家仅有的
几亩贫瘠耕地，也不断被流沙挤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代饱受风沙肆
虐的隆子人民战天斗地、接续治沙，一场“生
态革命”在隆子河谷拉开帷幕。通过不断的
科学试种，沙棘成了隆子人的治沙宝。

没有沙棘苗，群众就翻山越岭去找；没
有马车，就背扛肩挑。河滩地布满砾石，镐

头和铁锹挖到上面，震得两手发麻，但隆子
人民靠着惊人的毅力，硬是把一片片洼地
平整了，一株株沙棘苗在群众的精心呵护
下生根发芽。

古稀之年的忙措村村民桑旦感慨：“现在
这片沙棘林来之不易啊，后辈子孙可以享福
了。”在一代代隆子干部群众努力下，半个多
世纪以来，隆子河谷筑起了一道绵延40多公
里、占地7.5万亩的“绿色屏障”。

进入新发展阶段，隆子县的“绿色故
事”还在继续……在隆子县日当镇，一款
生活垃圾处理器引起了记者关注。在现
场的重庆外宇科技西藏公司负责人王刚
告诉记者：“相对于传统的垃圾填埋、焚烧
的处理方式，这款设备耗能低、占地小、综
合成本低。”

由于西藏地广人稀、村落分散，生活垃圾
收集困难，集中处理成本高。随着老百姓生
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日益增多，焚烧、填
埋等处理方式对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非常不
利。为此，隆子县引进了纳米波生活垃圾处
理器。

隆子县副县长贡觉曲珍说，生活垃圾处
理项目运行以来，实现垃圾就地收集、就地
处理，做到了生活垃圾不出村，“日产日清”，
创新了高原地区垃圾分类处理的新模式。
同时，一个垃圾处理站为当地提供2至3个
新增稳定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如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已深入隆子
人民心中，2019年隆子县被评为全国第三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贡
觉曲珍说。

红色坚守
隆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曾被称为

“中国人口最少乡”。以前一度只有卓嘎、央
宗和她们的父亲桑杰曲巴3个人生活在那

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抵边放牧，守护祖国
国土。

玉麦很美，林深如海，草木葱茏。而在
过去，通往玉麦的路崎岖险峻，每年大雪封
山达半年之久，让这座偏远乡村成为真正的

“孤岛”。
“每次运粮食，只能靠人背马驮，徒步穿

越羊肠山道和沼泽遍地的森林，再翻越海拔
近5000米的日拉山，才能抵达40多公里外最
近的一条公路。”卓嘎回忆道。

即便如此，卓嘎、央宗和她们的父亲桑杰
曲巴3人依然选择坚守于此，犹如坐标，用他
们的脚步丈量着边境线。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民行
动“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深入推进
兴边富民行动，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展作出
全面部署。2018年起，西藏开始实施以“神圣
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
振兴战略，将边民脱贫致富和守边固边相结
合，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加
快边境地区发展。

与全国其他边境地区一样，玉麦也迎
来发展的春天。投资超过 5 亿元、四季保
通的曲玉柏油路已建成通车，曾经的“三
人乡”已变成200多人、下辖两个行政村的
小康乡，家庭旅馆、崭新的民房、游客接待
中心等建筑物拔地而起……2021 年，全乡
人均收入近 4 万元，玉麦乡迸发出前所未
有的活力。

玉麦乡巨变，是隆子县快速发展的缩
影。“十三五”时期，隆子县市政基础设施累计
投入8396.76万元，道路、给水排水、供电等不
断完善。同时，投资1099万元实施农村危房
改造781户，美丽宜居的小康村成为隆子一道
靓丽风景线。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玉麦是我们祖祖
辈辈生活的地方，再苦再累也要守好祖国每
一寸土地。”卓嘎语气坚定地说。

西藏隆子：在喜马拉雅深处固边富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泽昊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藏南谷地，隐匿于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平坦的柏油路覆盖全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壮大，边境小康村建设如火如荼……近年来，随着国

家对边境地区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隆子县也随之搭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