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联动 同频共振

“小个专”党员踊跃参与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

本报拉萨讯（记 者 裴聪）近

日，拉萨市“小个专”行业党委组

织全市各级“小个专”党组织及工

青妇等群团共同开展“城乡环境

综 合 大 整 治‘ 小 个 专 ’党 员 在 行

动”主题党日活动，223 名党员、工

青妇等群团成员参加。

此次活动对滨河路沿线绿化

带、沿街铺面、路面、河道、沟渠等

进行垃圾清理及“牛皮癣”广告清

理工作，并提醒商户履行门前“五

包”责任，禁止乱扔乱倒垃圾，私

搭乱建，乱堆乱放，用实际行动营

造良好的宜居环境。

该活动形成上下联动，同频

共振的强大合力，让“小个专”党

组织、党员主动参与、共同融入拉

萨 市 城 乡 环 境 综 合 大 整 治 行 动

中，在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主战

场充分发挥“小个专”经济组织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及广大经营主

体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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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奋斗新征程 奋楫争先谋跨越
—拉萨市当雄县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裴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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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着力推动农牧区宜居宜业工作

近日，“2024 迎新登高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暨城关区夺底街道第二届

跨年迎新登高自行车骑行比赛”在城关区夺底沟好客藏家民俗旅游村开

赛。百余名参赛者用速度与耐力展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

图为自行车骑行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鹿丽娟）为 进 一 步 改

进作风、狠抓落实，拉萨市公安局各警种相互

协作配合，形成联动齐发力，持续全力推进落

实道路交通整治行动各项工作措施，确保道

路交通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目前，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

大队维修维护团结路与金珠西路等路段 2 个

路口红绿灯共 4 处；维修维护纳金路 5 个路口

交通护栏共 1173 米；拆除、更换纳金东路 6 个

路口交通标志标牌共 8 处。

拉萨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大队联

合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天海夜

市、北郊客运站、民航局、火车站等区域开展

执法检查，检查网约车 112 台、出租车 96 台，

检查疑似非法营运车辆 66 台，查扣非法营运

车辆 4 台，查扣违规网约车 2 台，现场整改网

约车未贴标 2 台，教育警告 9 人。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派出 3 台宣传车

在拉萨市区路面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城东大

队在八廓商场附近开展交通宣传工作；城北

大队走进辖区金牛加油站、娘热乡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工作；拉日高速大队在曲水县曲水

镇茶巴朗 1 组、6 组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堆龙大队走进辖区学校、宇拓驾

校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与此同时，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多警种在全市持

续推进电动车乱象整治及机动车、非机动车

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工作，严厉整治无牌上路、

闯红灯、非法改装、未戴安全头盔、超载超速、

酒后驾驶、飙车炸街等典型交通违法行为。

“寒冬时节，每每看到交警同志在路面辛

勤工作的身影，总会提醒我自觉规范停车，毕

竟城市的整洁美好面貌需要我们每个交通参

与者的文明参与。”市民达瓦扎西在停车场停

好车后说。

本报拉萨讯（记 者 裴聪）近

日，拉萨火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在

该 车 站 候 车 室 开 展 了 消 防 应 急

疏散演练，进一步夯实了拉萨火

车 站 消 防 安 全“ 四 个 能 力 ”建 设

工作基础，有效提升了车站干部

职 工 应 对 突 发 火 灾 事 故 的 应 急

处置能力。

此次演练模拟客运员在候车

室巡视检查时发现火情、启动消

防疏散应急预案、实施疏散旅客

应急措施等多个场景，从客运员

发 现 火 情 到 客 运 值 班 员 临 危 不

乱，启动火灾应急处置预案，消防

控制室第一时间远程启动消防灭

火系统开展火灾扑救，消防应急

广播系统强制响应，提醒旅客按

照客运员的引导有序疏散。

演练过程规范、有序、安全、

高效，切实增强了拉萨火车站客

运运转车间全体干部职工的安全

意识、应急处理能力，让车站干部

职工能够以更加过硬的作风和能

力为旅客保驾护航。

拉萨火车站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鹿丽娟 通 讯

员 刘梦婕）2023 年 ，拉 萨 市 抓 实 抓 好

重点工作，扎实开展“美丽乡村·幸福

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有效推进农牧区

宜居宜业。全市 40 个示范村（居）农牧

民 住 房 条 件 得 到 显 著 改 善 ，农 牧 区 基

础设施、村容村貌进一步提升，取得阶

段性成效。

2023 年，拉萨市着力提升产业化水

平 ，全 面 推 动 特 色 现 代 农 牧 业 提 质 增

效。数据显示，全市规范运营市级以上

家庭农（牧）场 127 家，其中，自治区级 7

家；市级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141 家，其中，国家级 17 家、自治区级 15

家；市级以上农牧业龙头企业 56 家，其

中，国家级 10 家、自治区级 9 家；累计创

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4 个，培育尼

木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自治区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认定城关区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当雄县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有序开展；累计

创建 11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 个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牲 畜 养 殖 、农 作 物 种 植 与 农 牧 民

群 众 的“钱 袋 子 ”息 息 相 关 。 2023 年 ，

拉 萨 市 不 断 加 大 农 牧 业 科 技 服 务 工

作 ，重 点 围 绕 8 项 种 植 业 、10 项 畜 牧

业、5 项农畜产品加工等，全年共派出

市级农牧业科技下乡包保人员 100 余

人，深入田间地头、草原牧场、农牧业

经营主体，开展农牧业关键技术服务、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指 导 、新 型 农 牧 业 经 营

主体培育等工作 2000 余次，全市农牧

民 科 技 特 派 员 共 开 展 各 类 服 务 3100

次，实用性技能培训 60 场，培训农牧民

群众 2500 余人次，全方位为群众提供

农 牧 业 技 术 服 务 ，有 效 促 进 农 牧 业 增

产和农牧民增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强不强、农村美

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

会 的 成 色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的 质 量 。

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拉萨市将结

合 城 乡 环 境 综 合 大 整 治 行 动 ，紧 盯 开

门红，细化目标任务，扎实推动农业农

村 各 项 工 作 落 地 落 实 ，加 快 推 进 全 市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确 保 农 业 农 村 工 作

在全区走在前、作表率。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日前，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路街

道办事处结合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科学划定区域，统筹

辖区内可用于流动商贩临时经营的场所，为流动商贩提供了 53

个合法临时集中摊位，实现规范化管理，让城市管理既有力度

又有温度。

“走过路过瞧一瞧、全场特价啦……”拉萨市城关区金珠西

路街道金珠西路社区集中摊位点摊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仿

佛一座大型市场。生活用品、服装、肉类、蔬菜水果、电子设备

附加产品、盆栽、玩具、粮油调味料等在这里均有售卖。“小区内

摆摊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瓜果蔬菜都能就近买到，不用大

老远跑去超市了。”金珠西路社区集中临时摊位点的设立，赢得

了附近居民的称赞。

据金珠西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央金拉姆介绍，高争花园小区

共有住户 500 余户，加之附近单位、其他小区以及街道流动人

口，该点位人流量较大，可以满足销售的人流要求。“以前出摊

的位置不固定，今天有摊位，明天可能就得换，还要在马路边抢

位置，不仅秩序乱，还不安全。”在金珠西路街道江扎社区集中

摊位点摆摊卖蔬菜的斯朗说，“现在街道为我们规划了摊位，经

营过程中遇到问题也有专人管理，我们自身也要自觉维护好环

境秩序。”

据了解，当巴社区在拉萨市第六中学南门停车点集中设立

8 个摊位，经营时间为每日 9∶00-15∶00；朝阳大酒店人行道集中

设立 10 个摊位，经营时间为每日 13∶00-19∶00。江扎社区在八

一南路“段记石锅藏香鸡”至罗堆西路警务站集中设立 10 个摊

位，经营时间为每日 9∶30-21∶30。金珠西路社区在高争花园东

门附近、城关区第四幼儿园门前空地集中设立 25 个摊位，营业

时间为每日 10∶30-20∶00。

2023年以来，伴随着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的铿锵鼓点，拉萨市当雄县聚焦“四件大

事”聚力“四个创建”，抢抓新机遇、谋求新突

破，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留下一串坚实的足迹：经济建设取得

新突破、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不断

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县域形象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得到更多

实惠、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2023 年，当雄县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27.6 亿元，同比增长 10.9%；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1.41亿元，同比增长 98.98%；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1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0.8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0.95亿

元，同比增长 74%；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完

成20.45亿元，同比增长20%；农牧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8306.5元，同比增长 13%。县域

经济运行呈现稳健上升态势。

深耕牧业改革——
争当“牧业强县”

2023年12月15日，为期一周的2023年

拉萨市牦牛肉集中上市销售活动拉开序

幕。当日一早，在当雄县牦牛肉销售区前，

慕名而来的消费者排起长长的队伍有序等

待，活动开始后，当雄县牦牛肉当天的售卖

号码全部取完。活动中，当雄牦牛肉上市销

售十万斤，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当雄县地处藏北草原，是拉萨市唯一的

纯牧业县。近年来，当雄县纵深推进牧业改

革，布局全产业链现代化畜牧产业计划，依

托 3家牦牛育肥专业合作社和 26家家庭牧

场，大力发展家庭经济，持续推进有“身份

证”的牦牛肉品牌推广工作，研发牦牛系列

产品 20余种，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不

断提升。截至 2023年第三季度，全县牲畜

存栏55万头（只、匹）、出栏10616头（只），预

计实现牧业总产值7851万元。

当雄县围绕畜牧业强链补链，持续推动

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品种改良、中央厨房、

冷链物流、富民大厦等项目建设，不断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努力强化草原

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引导和扩大牲畜出栏力

度，配套做好冷链和冷藏服务保障，构建拉

萨高品质畜产品保障供应基地。

开发全域旅游——
创建“文旅名县”

当雄县地处青藏线，拥有冰川草原、雪

山温泉，以及念青唐古拉山、纳木错等著名

景点，旅游业已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当雄县以“极净当雄”为主题，依托羊八

井蓝色天国、姆蓝雪山、廓琼岗日冰川、纳木

错环岛等旅游环线，打造出独特的全域旅游

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举办当雄县虫草

文化旅游节、“当吉仁”赛马会、地热温泉音

乐季等系列文化活动，着力构建“多点支撑、

多业共生、多元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积极完善景区运营服务管理，集中力量提升

区域文化旅游要素形态，着力创建拉萨高品

质旅游目的地。2023 年以来，当雄县共接

待游客47.2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125.57

万元。

守护绿水青山——
打造“生态大县”

2023年 10月，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济

南年会上，当雄县被生态环境部正式命名授

牌为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这是当雄县继 2019年荣获生态

环境部第三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后，又

一次获得“国字号”生态文明荣誉。

2019年当雄县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命名之后，县委、县政府以更高要求、

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持续巩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成果，同时，将成功经验用于

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实现当雄

县及所辖 8个乡镇 29个村（居）全部创建为

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示范乡、示范

村，创建成功率100%。

当雄县积极推进草原、高寒草甸保护和

治理工程，持续强化草原生态修复。在羊八

井镇和当曲卡镇谋划高海拔区域牧户集中

搬迁用地，打造拉萨高海拔生态迁集区，创

建拉萨高海拔生态示范区，筑牢国家生态安

聚焦优势资源——
打造“能源要县”

结合地域环境分析在能源建设方面的

资源优势、送出优势、地域优势，当雄县重点

以新能源发展为建设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积

极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大力开展招商活

动，配套产业建设，持续推进能源建设高质

量发展。

当雄县紧抓新能源政策窗口期，强化部

门协同配合，加强土地要素保障，降低土地

租赁价格，积极推进光热项目实施。同时，

依托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协同相关单位开

展清洁能源规划编制，升级现有基地模式，

打造拉萨高集聚清洁能源长廊。

加强科技运用——
实现“数字赋能”

围绕全县五大特色产业，坚持在数字赋

能、科研突破和科技支撑上做文章，全力依

托并支持广州数据交易所（拉萨）服务基地

在产业数字化上出成果、赋能量。

积极与浙江大学就牦牛品种改良开

展深度合作，实施基因保护和克隆技术

攻关，扩大科技在牧业发展中的推广运

用和成果转化，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

型发展。

接续奋斗新征程，奋楫争先谋跨越。

当雄县副县长尹正岷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围绕区、市整体发展规划，立足当

雄资源禀赋，持续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

等各项工作落实，锚定目标再攻坚，加油

换挡再发力，奋力推进当雄经济社会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当

雄新篇章。”

近日，墨竹工卡县日多乡拉龙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新能源

汽车充电站投入使用。近年来，随着日多乡拉龙村旅游蓬勃发展，日多

乡温泉与墨多滑雪场也吸引不少游客自驾前来观光旅游。为高效推动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驻拉龙村工作队整合资金，建成新能源汽车充电站，配

置直流充电终端 4 个，交流充电终端 4 个，共计 8 个充电终端，可以同时满足 8 台

新能源车充电，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3万元。

右图:工作人员了解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投入使用情况。

下图:过往群众为新能源汽车充电。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绿色充电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