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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为美 向水而为
—我区治水兴水新画卷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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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发挥职能作用 守护碧水蓝天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一个个饮水工程润泽万家，一股股

清澈水流畅达田间。行走在我区各地，

河岸整洁，水清见底，飞鸟成群，一股股

碧 水 清 泉 流 入 千 家 万 户 、进 入 万 千 农

田，一项项水利工程快速推进、投入使

用，与周边的雪山相映成景，目之所及

皆是美景。

近年来，我区以水为美、向水而为，

水资源管理进一步强化、防洪保安体系

逐 步 完 善 、城 乡 供 水 保 障 水 平 稳 步 提

升、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利改革和

治理成效明显，各项水利事业取得全方

位进步、发生历史性变革。

如今的西藏，水生态保护理念深入

人心，水利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河湖长

制责任体系全面建立，“水美西藏、水润

民生”治水兴水新画卷徐徐展开。

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

2023 年，我区投资 22.97 亿元的拉

萨市旁多引水工程三通一平基础工程

在林周县开工。拉萨市旁多引水工程

三通一平基础工程全面贯彻落实“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新时代治水方针，坚持以大项目牵引

大发展，全面统筹城乡水资源、水安全，

对增强拉萨城市承载力、吸引力、辐射

力将发挥重要作用。

该工程是自治区在“十四五”期间

规划建设的骨干水利工程。工程以旁

多水库为水源，利用已建成的旁多水库

调节、水库输水隧洞取水，通过在输水

隧洞末端新建分水闸引水，利用新建管

线、隧洞输水至拉萨市纳金水厂，并在

林周县城区设置分水口，必要时向林周

县城区应急供水。拉萨市旁多引水工

程初步设计报告通过区水利厅 2023 年

第 5 次厅长办公会审议，决定准予行政

许可。拉萨市旁多引水工程引水线路

总长约 51.5 千米，多年平均供水量 1.42

亿立方米，批复总投资 22.97 亿元，总工

期为 60 个月。该工程建成后，可向拉萨

市中心城区、林周县等提供优质水源，

对保障和促进拉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福

祉，提高供水安全保障水平等具有重要

意义。

为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区水利厅主

要领导亲自包保，采取周调度、月通报

机 制 ，建 立 精 细 化 的 项 目 前 期 工 作 台

账，将责任落实到人，时限落实到周。

2023 年 3 月至 4 月，区水利厅主要领导

赴京对接旁多引水前期工作，解决项目

前期工作中的堵点和难点。旁多引水

工程取得水利部水规总院审查意见到

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仅用了 3 天

时间，充分彰显了区水利厅党组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扎实

的工作作风和主动服务的责任意识。

2023 年，西藏因地制宜推进城乡供

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及小型

工程标准化改造，切实抓好农牧区供水

工程末端入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提

高到 66.6%。严格落实西藏自治区农牧

区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进一步压实

“三个责任”，健全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加强已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强

化水费收缴力度，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

费收缴率达到 97%。健全农村供水问题

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实实在在解决问

题，千方百计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河湖治理有力有效

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坐落在雅尼

湿地下游，每天沿尼洋河左岸巡河是村

级河长次仁罗布的必修课。他说：“自

从林芝市实行河湖长制以来，每条河流

显眼处都有河湖长制工作公示牌，所有

涉河问题百姓都可以通过拨打公示牌

上河湖长的电话进行反映，河湖治理越

来越好。这几年，来西藏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我们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

’，实行河湖长制，我们都是受益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林芝市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加大

水土流失防治力度，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的友好局面。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全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紧紧围绕中央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部署，按年度下

达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指导性指标，通过

召开推进会、督查、通报等多种方式，加

快推进水土保持生态治理项目实施，强

化 资 金 管 理 ，严 格 监 督 检 查 和 验 收 把

关，水土保持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十三

五”期间，累计投入资金 7.1亿元，实施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工程等 75 个项目，

完成治理面积 1886.1 平方公里，超额完

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紧盯项目效益的发挥，按照“长短

结合、需要与现实结合、建设与管理结

合、队伍建设与信息化结合”的指导思

想，扎实开展《西藏“十四五”水土保持

规划》编制工作，确保规划突出改善民

生、突出水土保持特色、突出规模效益、

突出示范效应、突出行业协调，为西藏

下一阶段水土保持工作指明方向。

兴修水利惠民生

“水很清、特别好。”曲松县下江乡

增嘎村村民阿旺次丹打开水龙头淘着

米开心地说。

那曲市申扎县牧民顿珠说：“这两

年政府给我们建了安居房，还通上了自

来水，做出来的酥油茶也越来越香。”这

是我区实施农牧区饮水安全工程给农

牧民带来的摸得着的实惠。

近年来，我区在夯实农田灌溉基础

方面累计落实投资 109.23 亿元，建成满

拉、江 北 等 一 批 大 中 型 灌 区 ，实 施 100

个重点灌区与节水增效工程、14 个中型

灌区建设项目、11 个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14 个牧区水利建设项

目（饲草料基地和草场灌溉工程)、24 座

小型水库工程、350 个县次的小型农田

（牧 区）水 利 重 点 县 及 专 项 县 建 设 项

目 。 截 至 目 前 ，新 增 和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439 余万亩，新增和改善林草地灌溉面

积 102 余万亩，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420 余万亩，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454 以上。

2023 年，我区开展全区农田灌溉发

展规划编制及灌区一张图建设，加快满

拉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建

设，稳步推进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工程及小型水库工程建设，新增和

改善农田灌溉面积 50 万亩以上，农田灌

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458 以上。特别

是针对 2023 年气候特征，各市地水利局

和满拉、旁多、拉洛管理局提早谋划春

播灌溉工作，积极与相关县区对接用水

需求，护好水蓄足库，为牢牢守住粮食

安全底线提供坚实供水保障。

清澈见底的河水、楚楚动人的格桑花、幽蓝

静谧的湖泊……初夏的朗县，因为一江碧水，平

添了几许水光潋滟的神韵。

朗县县城居民加措说：“我在这生活了四十

多年，看着河水一天天变得清澈，草原一天天恢

复生机，心里觉得这就是幸福。”

近年来，林芝市朗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

聚焦打造“美丽幸福边城、边疆明珠小镇、生态宜

居村庄”，围绕管水、治水、护水等主要任务，以

“河长制”推动“河常治”，进一步优化水生态、打

造水景观、做好水文章，水生态环境焕然一新，人

民群众幸福感大大提升。

“ 以 前 的 河 道 很 脏 ，群 众 经 常 在 河 边 倒 垃

圾。这些年好多了，河岸变得干净了，空气也变

得清新了，下班后来这散散步，连心情也变得更

美了。”扎囊县县城居民米玛次仁说。

卓玉水库作为山南市的重要水源工程之一，

是自治区水利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重点

项目之一，也是四万群众期盼了二十多年的重点

水利工程。

“水库建成后，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3.92万

亩，提高下游吉汝乡、扎塘镇 2 个乡镇、25 个行政

村的灌溉保证率，有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

问题，并向扎囊县城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山南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重点灌区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保障

粮食等农产品供给，使全市紧缺的水资源局面得

以缓解，加快重点灌区以节水为中心的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十三五”期间，山南市重点灌区和节水增效工程完成 23 项，总投资 5.35 亿

元，总灌溉面积 21.83 万亩。雅砻水库全面完工，新增及改善灌溉面积 9.09 万

亩。江北灌区结巴水库已完工，新增及改善灌溉面积 6.04 万亩。卓于水库已基

本建成，新增及改善灌溉面积 3.92万亩。

以前到了冬季，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孜孜荣村村民旦增玉珍，每天需

要去水沟里背三四趟水。人和牛羊喝一样的水，有时还要尽着牛羊，一家人喝

水都成问题。“这几年有了自来水，再不用我去背水了，喝的水也干净多了。”旦

增玉珍拧开接通屋里屋外的水龙头，看着清澈干净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满

脸笑容。

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西藏农牧民饮水问题，陆续

实施了“母亲水窖”等集中供水工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把解决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作为底线任务和重中之重。截至目前，西藏农牧区饮水安全问题

基本解决，200多万农牧民群众从中受益。

西藏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被誉为“亚洲

水塔”。

如今，我区大多数农牧区已通水入户，拧开水龙头就能喝上自来水，既保障

了群众的饮水安全，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得青壮年劳力从找水、拉水、背水中

解脱出来，投身到乡村振兴致富浪潮。

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村村民边巴苍觉，经营家庭旅馆已经 15 年了。她告诉

记者，过去因为条件不好，来旅游的游客最多住一天就去县里住了，大前年盖了

新房，通了自来水，修了冲水厕所，生活大变样。“村里修冲水马桶的有好几家。

干净，没有异味，真好！想不到农村也能像城市里一样用上冲水马桶。”边巴苍

觉说。

通上自来水后，农牧区不少群众购置了洗衣机、太阳能热水器等家用电器，

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健康卫生意识也大幅增强。一些地方还实现了供水排

水一体化，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有力促进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目前，全区共有 18 个国控城市空

气 自 助 站 ，可 以 自 动 监 测 空 气 中 的

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臭氧等含量。”近日，记者来到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该中心的高

级工程师尼霞次仁通过空气质量发布

APP 向记者介绍我区空气环境质量监测

情况。

他告诉记者，在这个 APP 上可以看

到全国各地的空气质量监测情况，并且

每隔一小时更新一次数据，能够实时客

观反映空气环境质量。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质量状况的

“眼睛”。一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不断优化完善监测网络，开展重

点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加强与区外

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高我区生

态环境监测队伍能力水平，为生态环境

部门掌握环境空气质量提供坚实可靠

的数据支撑。

据介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与中国科学院青藏所签订了《合作框架

协议》，成立了“生态环境监测联合实验

室”，共同开展了珠峰、长江源、扎日南

木错等典型区域专项调查工作，推动了

科研监测、民生监测、人才队伍培养、党

建等多领域、多方面的深度合作。与中

国 环 境 监 测 总 站 、上 海 市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江 西 省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开 展 了

“党建＋技术”合作共建工作。在实验

室能力提升、川藏铁路、长江源、珠峰等

重点工作领域，邀请了江苏、河北、黑龙

江、辽宁等兄弟省市单位专家开展了合

作交流。

目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基

础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水分析能力由原

来的 64 项提升到了 106 项，水生态监测

工作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与此同时，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拓宽了西藏环境监测人才培养新渠

道，与西藏技师学院共建“环境监测人

才孵化基地”，将中心打造成为全区生

态环境监测技术的孵化器，为本地培养

留得住、用得上的少数民族优秀技术人

才 ，壮 大 监 测 队 伍 ，提 升 整 体 监 测 能

力。目前，已为地市、县区监测机构开

展岗前培训 80 余人次，为西藏技师学院

培训 30余人次。

实 施 科 技 环 境 监 测 ，全 力 守 护 碧

水 蓝 天 。 根 据 近 日 生 态 环 境 部 发 布

的《2023 年 10 月 和 1-10 月 全 国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状 况》通 报 ，2023 年 10 月 和

1 月至 10 月拉萨市空气质量排名均为

全国第一。截至 11 月底，全区平均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99%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保 持 全 国 领 先 水 平 。 全 区 主 要 江

河 、湖 泊 水 质 整 体 保 持 良 好 ，达 到 或

优 于 国 家 规 定 相 应 水 域 的 环 境 质 量

标准。

“从这些年监测数据变化中，可以

看到我区的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贾小华

表示，“我们将继续以科技为引领，加大

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做好我区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工作，为全区的碧水蓝天增砖

添瓦。”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永青 温凯）

近 日 ，记 者 从 阿 里 地 区 水 利 局 了 解

到，河湖长制全面推行 7 年来，阿里地

区各级河湖长认真履职尽责，通过一

系列有效举措，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向

好、水环境质量有效提升、河湖管护

基础不断夯实，河湖长制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阿里地区以打造人民群众满意的

“幸福河”为抓手，不断创新河湖治理

模式，大力推进生态河湖、幸福河湖建

设。开展了 1 条国家级和 8 条自治区

级幸福河湖建设工作，形成了“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

同时，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河湖清理整

治力度，7年间，全地区乡镇级以上 675

名河长上岗，累计开展河湖巡查 7.59

万 余 人 次 ，清 理 河 湖 岸 边 各 类 垃 圾

491.34余吨，并完成 7县 13个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工作，

推进 7个入河排污口评审许可等工作，

全地区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扣除本底值

影响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河湖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此外，重点水生态

修复项目成效显著。狮泉河镇河库联

通及生态修复工程实现了城市社会、

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增加水域面积

32.3 万平方米，灌溉林地及草地面积

7500 亩，提升狮泉河“一河两岸”整体

水生态环境。孔雀河、象泉河生态修

复与治理项目已经纳入“十四五”规

划，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阿里地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 2016年底河湖长制建立以来，在

自治区河长制工作年度考核中，阿里

地区一直名列前茅，6 次考核 4 次名列

全 区 第 一 ；噶 尔 县 被 国 务 院 确 定 为

2020年“河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河

湖管理保护成效明显的地方”激励县，

并奖励河湖生态保护经费 1000 万元；

阿里地区总河湖长办公室荣获水利部

2021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进集体。

本报那曲电（记 者 赵书彬）记

者 从 那 曲 市 农 牧 业（草 业）科 技 研

究 推 广 中 心 了 解 到 ，近 年 来 ，那 曲

市 加 强 高 寒 草 地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技

术 研 究 ，生 态 修 复 重 建 区 草 地 植 被

覆 盖 度 由 原 来 的 13% 提 高 到 78% ，

极 大 地 恢 复 了 草 地 生 产 力 和 草 地

生 态 功 能 ，切 实 防 止 了 水 土 流 失 和

土 壤 退 化 沙 化 ，生 态 修 复 工 作 取 得

阶段性成果。

据悉，那曲市完成退化草地生态

重建，不同牧草混播保护性套种生态

修复重建 3113 亩，人工草地生态功能

与生产力提升建设 1640 亩。在尼玛

县高寒草地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基地，

灌溉区混播建植的多年生牧草（早熟

禾、披碱草等）出苗均匀、长势旺盛，

达到了生态修复的预期效果。通过

样方监测建植的多年生牧草平均高

度达 7.85cm，植被覆盖度在 78%以上，

生态修复效果明显。

那曲市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区重

建工作、高产牧草种植区种植工作、

本土牧草品种不同处理试验、牧草生

育期观测记录和补播工作以及本土

优势牧草赖草品种（赖草）植被群落

原种保护和施肥增效试验。以垂穗

披碱草、青海草地早熟禾、冷地早熟

禾 、沙 生 冰 草 、同 德 小 花 碱 茅 、老 芒

麦、星星草、青海中华羊茅、高羊茅等

20 多个生态牧草品种及尼玛赖草、安

多梭罗草、芨芨草等乡土牧草品种为

主，开展不同播量、不同施肥品种组

合处理 470个。

阿里地区

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向好

那曲市

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虎头山水库位于林周县强嘎乡境内的澎波河上游，距拉萨市区 88 公里，平均海拔 3860 米。虎头山水库始建于

1974 年，是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的中型水库，主要由堆石坝、输水洞、溢洪道和坝后引水式电站等建筑物组成。如今，

由于虎头山水库两面夹山，背风向阳，沼泽里水生植物丰富，成为了鸟儿们的主要夜栖地。

图为晨光中的虎头山水库。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水清河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