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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了环境 美了生活
—我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温凯 旦增平措 胡文

走在拉萨南山公园，绿黄相间、溪流

潺潺、一步一景。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杂草。见证了南山公园的变化，南山公

园园区安全负责人——“80 后”扎西曲培

颇感骄傲：“我更热爱家乡了。”

在西藏，生态是发展的题中之义。

我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区 47 处，野生动物种群呈恢

复性增长，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超过 30 万

只，藏马鹿超过 800头。

自治区大气、水、土壤各项指标表

明，西藏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

阿里——
最大价值在生态

近年来，阿里地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守护好雪域高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成群的野驴沿道路两旁觅食，狮泉

河镇街道干净整洁，温室大棚里蔬菜瓜

果花卉长势喜人……一幕幕画面，折射

出阿里地区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表明

阿里地区已经并将继续为美丽西藏建设

作出应有贡献。阿里地区于 2020年被命

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在自治

区 2018 年至 2020 年生态环境保护考核

中连续三年获得“优秀”。

居住在狮泉河镇的居民加布说：“环

境变干净、变美了，走在街上群众也不乱

丢垃圾了。”

阿里地区持续构建以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战略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示范地、

绿色发展试验地、自然保护样板地和生

态富民先行地为核心的生态文明高地，

努力争先锋、走前列，为西藏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贡献阿里力量。

“近年来，阿里地区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鼓

励群众积极参与生态保护。通过报纸、

电视、新媒体等平台，大力宣传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形成了人人、事事、时时、处处

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阿里地

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蒲春炯表示。

山南——
美丽乡村处处见

干净的道路、整洁的村庄、宜居的家

园、幸福的笑脸……随着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持续深入，一幅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在山南市徐徐展开。“现在生活质量明显

提高了，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郁郁葱葱，

厕所也不再臭气熏天。”山南市隆子县加

玉乡庞村村民白玛央金说。

近年来，山南市坚持领导力量再加

强、工作机制再完善、工作举措再细化、

工作成效再提升，在高质量完成农牧区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的基础上，

接续推动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促进农

牧区人居环境稳步改善。

曲松县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

组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广泛发动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开展村

庄公共环境整治 2.11 万余人次，定期开

展农村房前屋后河塘清淤疏浚工作，投

入资金 2600 万余元在全县 21 个行政村

建成生活垃圾收集池 82 个，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良好成效。

措美县扎实开展全县生态环境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共梳理 8 项 26 个问

题，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大力推

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累计投入

资金 7622.8 万元用于重点区域生态保护

和修复、营造林“先造后补”工程，不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计划到 2025 年全面实现国家级生

态文明示范县创建目标。

林芝——
人与自然美美与共

漫步在林芝的尼洋河畔，美景尽收

眼底，让人心旷神怡。近年来，林芝市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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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沿着乡村公路蜿蜒而上，便来到林

芝市察隅县竹瓦根镇龙古村。“龙古村突

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推进耕地保护，遵

循绿色优先，着力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因

地制宜发展农牧经济。以前，家家户户

都会到山上砍树生火，现在没人会去山

上乱砍滥伐了。”察隅县竹瓦根镇龙古村

党支部书记郑洛介绍说。

据悉，龙古村是察隅县生态宜居示范

村。龙古村属于半农半牧的村庄，得益于

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村里实现了人畜分离，

房前屋后种植果树、绿植等 1万余株。家

里攒下来的瓶瓶罐罐还可以到村里的兑

换超市兑换牙膏、纸巾等生活用品。

“这两年来，鲁霞沟旅游的游客非常

多，森林里各类丰富的林下资源也给村

民们带来了实惠。”米林市丹娘乡鲁霞沟

管护站生态护林员白玛次仁说，鲁霞沟

群众仅靠采集松茸、蘑菇、蕨菜等林下资

源就能获得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

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为了让绿色长存，我区像白玛次仁

这样的护林员有 30 万余名，他们认真细

致地调查了解山情、林情和民情，全力守

护高原这一方绿。“我们站是守护森林的

第一站，这个口子必须守好，为了家乡的

山和树，更为了子孙后代。希望越来越

多的人能参与守护高原的生灵草木、万

水千山。”白玛次仁说。

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历史、人文、民俗、价值观等

诸多内容。然而，在当代社会，文化传承面临着

日益严峻的挑战，快速的全球化进程和商业化

的冲击，以及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疑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困惑。在

这个背景下，主流媒体作为信息传递和传播的

重要途径，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角

色和责任。

一、媒体的角色与职责

（一）信息传递与传播：媒体作为桥梁和纽带

首先，媒体作为桥梁，起到连接不同群体和

社会各界的作用。通过传递各种信息和观点，

媒体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它

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风土人情、历史

传统等，从而促进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共享。媒

体还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并使这些声音

被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其次，媒体作为纽带，有

责任传播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并引导公众的

思考和行动。媒体应该致力于提供准确、客观、

全面的信息，帮助公众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

领域的发展动态。同时，媒体也应当积极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宣传正能量，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激发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媒体

通过引导公众的思考和讨论，促进社会进步和

民主意识的形成。最后，媒体在传递和传播信

息的过程中，也承担着监督和反馈的职责。媒

体应当对社会事件、热点新闻等进行客观、独

立、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发现问题、揭示真相，以

推动社会的公正与进步。对于公众声音，媒体

应当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关切和需求，为社会

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二）记录与保存：媒体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媒体不仅传递文化信息，还承担着记录和保

存文化记忆的责任。通过影像、文字和声音，媒

体将文化的精髓和历史时刻记录下来，为后代留

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

等机构应与媒体紧密合作，共同保存和展示丰富

的文化资料，以便后人学习和了解历史。

（三）教育与普及：媒体作为文化知识的传

承者

媒体在文化教育和普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书籍、杂志、电视节目和互联网等渠道，

媒体向大众普及各种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

素养。此外，媒体还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

资源，如文化课程、讲座和展览等，帮助人们深入

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四）创新与表达：媒体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新与发展

媒体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

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新兴科技如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等为媒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媒体通过发掘和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的现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

展。此外，媒体还可以鼓励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相互了解的平台，从

而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二、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媒体
担当的策略

（一）主动传递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和记录历史事件、

文化活动和文化遗产，将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给更

多的人。同时，媒体还可以通过制作纪录片、拍

摄照片、采访当地居民等方式，深入挖掘和记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和民

俗文化等。这些记录不仅可以保留历史和文化

的痕迹，还可以为后代提供宝贵的教育和传承资

源。其次，媒体可以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和资

源，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和档案资料库，以保存

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此外，媒体还可以建立大

型的档案资料库，收集和整理优秀传统文化资

料，为公众提供查询和访问服务。

（二）打造多样化的传播形式

1. 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文化。随着新媒体

的迅速发展，媒体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传播文

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使用新媒体技术，可

以让文化传播更加高效、精准和广泛。例如，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文

化遗产的魅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用

户的兴趣和需求，智能推荐相关文化内容，提高

传播效果。

同时，媒体可以制作多样化的文化节目和

纪录片，向观众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

值。例如，可以推出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

栏目，如文化讲堂、历史故事、传统手工艺等，通

过制作融媒体产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和历史渊源。这些节目不仅可以提高公众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激发他

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另外，媒体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发布线上线下

的文化活动信息，如展览、演出、讲座等，以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例如，媒体可

以在报纸、电视和网站等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

让公众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

点。媒体还可以通过直播、在线互动等方式，将

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带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领

略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2. 寻求与科技、艺术的跨界合作。跨界合作

可以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文化创

新提供更多机会。因此，媒体可以主动寻求与科

技、艺术等领域的跨界合作，让不同领域的专家、

艺术家和科研人员共同参与文化创新，产生更多

创新的火花。同时，通过跨界合作，可以让文化

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让文化更加有时代感和现

实感。

（三）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创新力度

1. 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培养人才是推动

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主流媒体应该提

供更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注重培养人才的创新

能力和实践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

验，提高综合素质。

2. 鼓励媒体从业者创新思维和实践。媒体

从业者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应

该鼓励媒体从业者创新思维和实践，让他们敢于

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勇于突破传统的思维

方式和表现方式。同时，要鼓励媒体从业者不断

学习和掌握新技能，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为文化

创新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结语

在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媒体不仅作为信息

的传递者和传播者，还是记录和保存文化记忆的

载体，教育和普及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以及促进

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力量。因此，主流媒

体应该更加积极地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

通过传递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多样化的传

播形式和创新与融合的策略，为推动文化的繁荣

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藏日报社）

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媒体的职责与担当
王艺霏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永青）

近年来，阿里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立了阿里地

区着力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中

争先锋专项组，坚持高站位统筹、高

起 点 谋 划 、高 标 准 推 进 、高 质 量 落

实，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

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阿里地区高地专项组今年召开

推进会议 3 次，编制实施《阿里地区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制定

高地争先锋 5 年实施意见和年度工

作要点，提出“五地一体系”总体目

标，确定 6 大类 38 项重大指标，深入

实施“十大行动”。明确今年争先锋

48 项重点任务、23 个支撑项目、1 个

标志性工程。制定《“十四五”地质

灾害防治规划》《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规划》等文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走深走实。细化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清单，将高地争先锋纳入地委巡

察、年度综合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在阿里地区高地争先锋 6 大类

38 项指标中，有 25 项指标已走在全

区前列。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100%，主要河湖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Ⅲ类标准，自然保护地面积、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三线一单”优先保护

单元面积分别占全地区国土面积的

55%、56%、95%以上，面积和占比均

居全区前列。2023 年确定的 48 项重

点任务，基本完成全年任务的 78%。

今年 7 月，与环保桥（上海）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进行西藏首单碳汇交易，

交易总金额 130 万元。向自治区林

草局上报羌塘国家公园创建资料，

已完成创建、评估阶段各项任务，顺

利进入设立报批阶段。扎实开展冈

仁波齐—玛旁雍错世界文化和自然

双遗产申报工作，已形成申报文本

及保护管理规划；《阿里地区国土空

间 规 划（2021—2035 年）》已 提 交 自

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完成措勤、革吉和日土三县水

源地调整评审工作，编制完成 7 县 40

个重点乡镇、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建成并投用全

地区各医疗机构医疗废水处置站，

安装完成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

环 境 部 门 污 染 源 在 线 监 管 平 台 连

接。完成 63 个“一住两公”地块土壤

污染风险调查报告评审，全地区土

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普兰县

城垃圾填埋场、普兰县城给排水、札

达县城垃圾填埋场等重点项目进度

达到 70%以上。在阿里地区创建成为

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

基础上，2022 年，成功创建自治区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2个、示范乡镇 5

个、示范村居 24 个，分别累计达到 3

个、18 个、78 个。目前，正推进改则、

札达、普兰、革吉 4县自治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同步开展乡

镇、村居创建工作。科学开展国土绿

化行动，完成义务植树 4500 亩、61.9

万株，完成人工种草 5万亩。深化“河

湖长+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持续

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开

展河湖现场巡查 2667人次，清理河湖

沿线各类垃圾 26.87余吨。

本报拉萨讯（记 者 裴聪）近 年

来，拉萨市经信局紧紧围绕“三区一

高地”战略任务，始终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抓手，

持续以污染减排引领绿色发展，全

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发展的效

力和作用，扎实推进环保各项任务

全面落到实处。

低碳转型有新亮点。2019 年，

在全区率先出台《拉萨市绿色发展

试点企业评价认定办法》，设立绿色

发展专项奖励资金，引导企业实施

绿色改造升级，着力提升绿色制造

水平，培育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推动

工业领域取得新突破。累计培育市

级绿色发展试点企业 40 家，兑现绿

色发展奖励资金 800万元。

绿色改造有新实招。加快“5G+

智能制造”前景应用，在水泥行业推

广数字规划设计、自动采选配矿等，

建成拉萨城投祁连山、高争建材数

字化转型行业标杆。全面推行绿色

制造，2023 年，拉萨市新增自治区级

绿色工厂 4 家，占全区的 80%。累计

培育自治区级绿色工厂 21 家，占全

区的 60%；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

6 家，占全区的 60%；国家级绿色供应

链管理企业 1 家、国家级绿色设计产

品 1 件，均为全区唯一；累计发放国

家级、自治区级绿色发展奖励资金

2000万元。

减污降碳有新举措。工业企业

设 备 更 新 和 技 改 投 入 项 目 已 纳 入

《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对推进环保、安全生产、传

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用先进的工艺

和装备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提

高质量、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

的企业，按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额给予奖补。累计完成评审项目 22

个，奖补资金 815万元。

固废减量有新作为。拉萨市率

先在全区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评价工作，推动曲水标威新

型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开 展 资 源 综 合 利

用，帮助企业减免税收达 70%。印发

《拉 萨 市 工 业 领 域 碳 达 峰 实 施 方

案》，推动工业领域节能降碳和绿色

转型。开展“无废工厂”创建，推动

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促进循环

利用，力争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蕴。

阿里地区

推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出实效

拉萨市经信局

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引领经济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新高度，取得了显著

成效，绘就了一幅天蓝、水清、草绿的美丽生态画卷。

图为那曲市色尼区香茂乡那么切草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摄
绿草如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