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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东边的索县嘎木乡到最西边的尼玛县中仓乡，

相距约 1200 公里，路程之遥印证着那曲市行政面积的

辽阔；加之平均 4500 米的海拔，让这片高寒草原有着

“伟大祖国海拔最高市”“陆地国土面积最大市”之称。

然而，海拔高、面积大也给藏北发展带来了一些

难题——牧业大而不强、资源特而不优、区域发展不

平衡、集体经济“小散弱”等问题比较突出。难点摆在

眼前，痛点也在加剧，如何破解、走出困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

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

这意味着，区域协同融通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也

蕴含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那曲市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辩证地认

识“最高”“最大”赋予的根基底蕴，在“协同融通”上着

力，主动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

下好“一盘棋”、唱响“大合唱”——

积极推进东中西区域协作，在更高层面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协同发展；试点建立联村

党委，探索“党建引领、片区发展、融合互动、全域推

进”发展模式；有效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形塑藏北文旅

新名片。

握指成拳，协同致远；全局谋势，融通则进。因

“小散弱”而走上“大融通”，且看藏北草原的新变化。

区域协作，共绘发展新图景

317 国道旁、达则措之畔，大自然以其鬼斧神工般

的手法，在大地上雕琢出了一株“大树”，因其瑰丽雄

奇而新晋为网红景观，成为游客打卡之地。

“大地之树”距离尼玛县城仅 30 公里，初发现时大

家都惊呼：“尼玛县有棵大地之树！”但实际上，“大地

之树”景观却属双湖县管辖，而距离双湖县城有 300 公

里之远。 （下转第二版）

用好“协同融通法”，加强区域协作、联村共建、文旅融合，那曲市
探索牧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下好“一盘棋”唱响“大合唱”
本报记者 赵书彬

图为金色的羌塘草原迎来牧草丰收。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摄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绿色画卷让西藏更美群众更幸福
本报拉萨 11 月 25 日讯（记 者

王雨霏 李洲 文凤 索朗多拉 蒋翠

莲）“以前，拉萨的生态公园比较少，

闲暇时大家可以游玩休闲的地方十

分少。现在有了南山公园，我们随

时都可以到公园里散步、游玩，特别

开心 。”拉萨市民曲措说，“尤其看到

身边的朋友把在公园游玩的照片发

到朋友圈，晒自己的美丽生活，感觉

现在真是太幸福了。”

走进拉萨市南山公园，漫山遍

野的苗木映入眼帘，红色的木质步

道向远处延伸，道路两旁的宣传栏

上写着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的标语，

游玩锻炼的群众络绎不绝。曾经的

荒地，如今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生态

公园。

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营造林建

设项目，2021 年启动的拉萨南北山

绿化工程是我区首个河谷地区规模

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性工程，

年均可新增储水约 4980 万吨，固碳

量 22.91 万吨，释氧量 19.30 万吨，年

均 保 肥 量 2.71 万 吨 ，年 生 态 价 值

14.85 亿元。而南山公园是拉萨市南

北山造林绿化工程既有成果，园区

面 积 1600 余 亩 ，造 林 绿 化 面 积

3551.7 亩，创造了荒山变氧吧的绿色

奇迹，也成为市民和游客踏青休闲

的好去处。

一直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深入开展国土绿化

行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2 年，

西藏森林覆盖率达到 12.31%，碳达

峰“1+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生态兴则文明兴。如今，广阔

高原上草原面积超过了 12 亿亩，雪

域高原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西

藏各族人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成为我区经济增

长 的 新 引 擎 和 老 百 姓 增 收 致 富 的

“新法宝”。

本报拉萨 11月 25日讯（记者 张雪芳）每年供暖季

的供热工作都是广大市民群众高度关注的话题。近日，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近年来，我区不

断推进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建

成 25 个县（市、区）城区供暖项目，在建 8 个县（市、区）城

区供暖项目，总供暖面积 3224 万平方米，覆盖人口达 70

万人，占全区人口的 19.2%。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冬季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冬季平均气温为零下 3.9℃，极端最低

气温达到零下 46.4℃，全年低于 5℃的时间长达 200 天，

大部分地区为高寒高海拔低压缺氧地带。因此，我区在

高海拔地区实施供暖工程十分有必要。

2012 年，拉萨市在全区率先实施城市供暖工程。11

年过去了，拉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已发展到 14.91 万户。

目前，拉萨已建立以天然气为主，电、太阳能、热泵等清

洁能源相互补充的能源结构，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提升了城市吸引力，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

了拉萨经济可持续发展。

阿里地区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自然环境恶

劣。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海拔超过 4200 米，全

年气温低于 0℃的时间长达 217 天，历史最低气温纪录为

零下 36.7℃。2016 年，狮泉河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项目正

式启用，狮泉河镇群众告别了烧牛粪等传统取暖方式，

用上了清洁能源，温暖过冬。

今年 10 月中旬，一场大雪让那曲市“一夜入冬”，但

当地居民并不担心——羽绒服穿上了，家里的暖气也打

开了。为解决当地群众冬季取暖问题，2016 年，中国海

拔最高的供暖工程——西藏那曲镇集中供暖工程建成

并投入使用。目前，那曲市尼玛、双湖、安多、聂荣、申

扎、嘉黎等县和高海拔乡镇供暖工程均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在寒冷的冬天给居民送去了温暖。

自 治 区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目

前，全区已实施的县（市、区）城区集中供暖项目采用

天然气、燃煤、地热能、太阳能光热、电供暖、空气源热

泵、生物质等多种形式。其中，拉萨市城关区以天然

气供暖为主，那曲市、阿里地区采用燃煤热电联产或

燃煤锅炉、电锅炉及生物质锅炉供暖，日喀则市、山南

市 、林 芝 市 及 昌 都 市 下 辖 部 分 县（区）兼 有 太 阳 能 光

热、电锅炉、空气源热泵、生物质锅炉、燃煤锅炉等形

式。在建的供暖项目主要有地热、太阳能光热、空气

源热泵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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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1 月 25 日讯（记者 李

梅英）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进一步巩固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承包土地管理增

添新的制度保障。

《指导意见》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为核心，以依法维护农牧民

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农牧

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为目标，共分为

总体要求、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管理、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部分，

紧盯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和激励两端

发力的要求，提出建立健全流转监管

制度、建立流转价格引导发布机制、加

大流转激励支持力度、建立整村（组）

流转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纠纷调处机

制五项具体的措施。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加

强 我 区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服 务 管

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

适度规模经营，为保障粮食安全特别

是青稞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我区出台指导意见

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

本报昌都 11 月 25 日电（记 者 万

慧）今年以来，昌都市把“万企兴万村”

作为促进农牧民群众增收的重要举措，

坚持“党政引导、搭建平台、村企共建”

思路，做到“调研先行、深入宣传、组织

发动、行动保证”，持续有效增加群众

收入。

昌都市构建党委、政府研究部署、

市县两级“一盘棋”、部门密切配合的工

作 格 局 ，制 订《昌 都 市“ 万 企 兴 万 村 ”

2023 年度促增收行动方案》，成立领导

小组，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细化

帮扶措施，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工作专

班，建立月调度、季分析、年总结的工作

制度，确保“万企兴万村”有序有力推

进。江达县召开“万企兴万村”2023 年

度促增收行动推进会暨结对帮扶签约

仪式，县工商联与 76家民营企业签订结

对帮扶协议，民营企业积极开发就业岗

位，优先吸纳 11 名低收入群众实现就

业；丁青县组织 53 家民营企业与 241 户

低收入群众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目

前，全市民营企业累计吸纳低收入家庭

4032人就业，增收 1636.47万元。

昌都市组织人员下沉到各县（区）、

市直各商（协）会和民营企业中开展宣

传动员，向全市民营企业发放《昌都市

“万企兴万村”2023 年度促增收行动倡

议书》1075 份，累计向低收入群众捐赠

现金 963.82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471.98

万元。同时，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在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中取得的成就，实现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引导更多企业学

有榜样、干有方向，营造了企业与群众

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氛围。

昌都市坚持强组织、兴产业、促增

收、办实事、转作风，将一个或多个民

企和商（协）会组织联合起来，通过吸

纳就业、消费帮扶、公益捐赠等多种措

施，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

形式进行结对帮扶，形成强大帮扶合

力。在 2023 年度“万企兴万村”促增收

行动捐赠仪式上，卡若区 50 家爱心企

业共自愿捐款 74.7 万元，惠及 10 个乡

（镇）249 户 1030 人；芒康县民营企业和

个体商户主动购买群众价值 73 万余元

的牛羊肉、菌类、酥油等农畜产品；洛

隆县、边坝县开展“梦想起航”系列招

聘会，组织民营企业开展现场招聘，实

现更多群众就业，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村企联动聚合力 结对共建促振兴

昌都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农增收

本报拉萨11月 25日讯（记者 李梅

英）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司

法部对外公布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镇名单，我区昌都市洛隆县硕督

镇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名单。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维巴村、

日喀则市拉孜县扎西岗乡顿珠顶村、山

南市琼结县加麻乡昌嘎村等 10 个村入

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名单。

近年来，我区乡村治理工作取得

一定成效，初步构建党委为统领，政府

为主体，法治建设为基础，协商民主为

抓手，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乡村

治理法治建设体系；形成以乡村治理

法治建设为基础的价值培育机制；完

善 乡 村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体 系 ，实 现 村

（居）法律顾问有效覆盖，畅通司法便

民“最后一公里”。同时，我区扎实推

进“一村一警”网格警务，务实管用的

乡村治理方式得到有效推广。

下一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将进

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

决策部署，加强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的工作指导和动态管理，推动示范村

镇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创

建质量和效果。及时总结提炼示范村

镇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宣传报道、推

介交流等多种方式，发挥好示范村镇

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

进乡村治理能力整体提升。

我区 1个镇 10个村入选第三批

全 国 乡 村 治 理 示 范 村 镇 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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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作为宣传教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沿阵地，肩负

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在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新征程上，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是我国高校必须完成好

的重大任务。近日，就高校如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记者专

访了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王彦智。

“ 高 等 院 校 如 何 培 育 与 践 行 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一直深入探索的重大理

论课题。”王彦智表示，作为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坚定贯彻落实《关于

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要求，开

足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和规定课时，

规范采用“马工程”教材。一方面，在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的第四章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课程中的第十章中讲深讲透

讲 活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另 一 方

面，通过集体备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机融入思政课、本硕博专业课

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之中。

除了规范开设思政课程外，西藏民

族大学还开设了“四史”及“西藏地方和

祖国关系史”思政选修课程。根据区党

委的工作安排，西藏民族大学还有针对

性地开设“反分裂斗争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教育”“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

意识教育”等专题思政教育课程。同

时，在工作实践中，西藏民族大学坚持

将思政课程、思政选修课程、专题思政

教育和日常思政教育管理有机结合，实

现思政课程、思政选修课程、专题思政

教育、日常思政教育管理的同频共振，

形成思政工作合力，构建了“大思政”协

同育人工作格局。

（下转第二版）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
—访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彦智

本报记者 王莉 裴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