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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山绿水清扮靓美丽西藏
—人大代表畅谈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史金茹 耿锐仙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增：

用使命担当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为实现“四个走在前列”目标贡献力量
—访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牟永文

本报记者 刘枫

“我熟知家乡这些年来生态环境

发生的点滴变化，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逐步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同保护

的良好局面。”自治区人大代表，阿里

地区日土县热帮乡龙门卡村宣传委

员、妇联主席嘎玛拉姆自豪地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龙门卡村人，

嘎 玛 拉 姆 对 家 乡 有 着 很 深 的 感

情。平日里她一边忙于村务工作，

一边主动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中，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国土绿

化等行动，向村民宣讲生态保护的

重要意义，呼吁大家一起做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 我 这 个 代 表 是 人 民 选 出 来

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为大家办实

事解难事。”嘎玛拉姆介绍说，今年

是她作为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二年，

在这次自治区两会上，她准备提交

关于提高日土县班公柳苗木价格

标准的建议。

嘎玛拉姆介绍，近年来，日土县

大力发展班公柳产业，共种植班公柳

500 余万株，面积达 6000 余亩，带动

群众直接收益 839 万余元。种植班

公柳苗木不仅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

环境，更能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好处

不言而喻。但受日土县海拔高、高寒

缺氧、水资源匮乏等自然条件限制，

存在班公柳苗木种植前期投入大、后

续管护成本高等问题。如参照自治

区《2022年主要造林绿化苗木及种子

指导价》标准，还存在班公柳出售价

格偏低，造成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

问题。“班公柳是我们县的支柱产业，

如果能提高班公柳苗木价格标准，将

有利于提高村民参与种植的积极性，

让家乡变得更绿，群众变得更富。”嘎

玛拉姆满怀期待地说。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山南市采

取了哪些措施推进“四个创建”？各项

事业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后将如何进

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就此

专访了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牟永文。

“预计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固定

资产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分 别 增 长 8% 、13% 、

64.9%、10%。我们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被授予‘中国营商环境

创新城市’荣誉称号。琼结县获评全国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交流基地，曲松县获

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错那市获

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乃东区入

选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

28个村（居）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中国传统村落等荣誉。”牟永文用一组

数据和多项荣誉畅谈山南市 2023 年取

得的累累硕果。

牟永文表示，2023 年，山南市着力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跑出高质量发展

“加速度”。农牧业发展态势良好，全市

粮食产量达到 17.04 万吨，粮食单产达

到 440.36 公斤，位居全区第一，青稞单

产达到 418.29公斤，位居全区第二。加

快雅江中游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市已

建在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容量达到 505

万千瓦，已建电力装机占全区总量的

33%。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24

家，预计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48.15 亿

元、增长 20.2%。旅游产业复苏态势良

好，接待国内外游客 622.28 万人次，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5.12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00.6%、89.8%。

山南市统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

乡融合呈现新面貌。错那市正式挂牌，

20 个高海拔乡镇供暖和 10 个高海拔乡

镇供氧工程圆满完成，4 个高海拔县城

实现稳定供暖，城镇功能不断完善。持

续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市区路网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成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106个。

山南市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扩大开

放，发展活力充分释放。“放管服”改革、

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深入，新增减税降费

2.87亿元，非公市场主体发展到 5万户、

增长 1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招

商引资项目 112个，预计到位资金 66.61

亿元、增长 19.3%。持续深化受援工作，

全年实施援藏项目 80个，完成投资 3.51

亿元。

谈及民生领域，牟永文说，一年来，

全市上下千方百计促进增收，预计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48625

元、21830 元；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建档

立卡脱贫人口人均收入增长 14.5%；实

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应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达到 99.7%，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

11万人、创收 13.72亿元；教育、医疗、文

化、社会保障等工作有序推进，民生底

色更加鲜明。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用‘跳起来摘桃

子’的劲头做好山南各项工作，为实现

‘四个走在前列’目标贡献山南力量。”

牟永文表示，2024 年，山南市将更加砥

砺前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奋力推动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实效。

坚持以增项目扩投资为重点。积

极争取国家投资、加大金融投资、培育

优质投资、引进战略投资、激活民间投

资、吸引招商投资，突出抓好基础设施

建设，以有效投资形成有效供给，拉动

有效需求，形成有效增量，着力解决投

资支撑不足的短板。

坚持产业培育与结构调整并重。

以稳粮、兴牧、强特色为重点规模化发

展高原生物产业，以水光风热互补、源

网荷储一体为方向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产业，以丰富供应为重点加快发展建筑

建材业，以科学绿色开发为重点集约发

展优势矿产业，以统筹全域、关联链条

为重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产业

融合为重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严格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和“21

项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坚持以市场化方向促进就业，以

优质均衡为重点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以

软硬件同步提升为抓手提高卫生健康

水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丰

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以社保服务体系

建设兜牢民生底线。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大力推进雅

江中游生态综合治理工作，广泛开展国

土绿化，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统筹绿起来、富起来，

发展林下资源，开发生态富民产业，让

群众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坚持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深入开展

反分裂斗争，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浦江经验”，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

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

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大力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巩固边境安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3 年，我区

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其中拉萨南北山

绿化 24 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 614

万亩。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

于Ⅲ类标准。新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4 个、七地（市）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目标提前实现。

一连串真实可靠的数据，彰显了我

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

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坚定

决心。

“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资源禀赋，着

力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上下

功夫。”自治区人大代表，林芝市墨脱县

委副书记、县长李继承介绍说，2023年，

墨脱县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创建；全力抓好各

级各类环保督察、森林督查、草原督查

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林

长制，试点推行“河长制积分超市”；成

功 创 建 自 治 区 级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

地理地貌，2023 年，墨脱县累计接待游

客 42.5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1

亿元，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 1817.43 万

元。

李继承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充分

挖掘融合优势资源，打造旅游名县、实

现生态富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探索“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

换路径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

巩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

建成果，深入推进智慧河湖长制、林长

制，持续开展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真正让群众端起“绿色碗”、吃好“生

态饭”。

植树添绿、防沙治沙。一直以来，

山南市隆子县传承和弘扬“沙棘事迹”

精神，坚决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扎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23年，隆子县“两山”创新基地创

建成果持续巩固，登记备案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 44个。以“林长制”推动“林

长治”，完成植树造林 7500 亩 25 万余

株。深入开展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无废城市”扎实推进，城乡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置率达 80%以上。第二轮中央第

四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整

改取得阶段性成效，自治区第二轮第一

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案件全部销

号。全县空气质量良好天数保持在 99%

以上，地表水达到国家Ⅲ类标准，集中

式饮用水达标率 100%，绘就了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景更美的壮美画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护生态

固边疆，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自治区人

大代表、山南市隆子县委书记李宁表

示，下一步，隆子县将持续优化国土空

间发展格局，严格落实生态安全底线红

线，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2.584 万

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4894.29

平方公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城市建设整治工

作，持续巩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

新实践基地成果，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力争新增植树造林达到 5600

亩以上、草原生态修复达到 3万亩以上。

八宿县，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

源以及高山奇石、冰川、湖泊等独特美

景。

过去的一年，八宿县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示范区创建。2023年，全县累计整治

城乡违章搭建 49 处，清理卫生死角 600

处、违建广告牌 41 处，土地资源得到有

效利用、建筑安全隐患基本消除、县容

县貌得到有效改善；大力实施“洁净蓝

天”工程、“清新碧水”工程和“清洁净

土”工程，全面落实落细林长制、河湖长

制，县域空气质量稳定在国家一级标

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点水质符合Ⅱ类

水标准，然乌湖、拉曲河和冷曲河监测

断面水质达到了Ⅲ类标准；全年新增树

苗绿化面积 5670亩，完成县城污水管网

改造，实施然乌镇排水管网及污水处理

站建设和八宿海螺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累计建成 7 个生活垃圾填埋场、5 个乡

（镇）级垃圾转运站，实现乡村生活垃圾

集中处置。

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八宿县大力

发展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业、清洁能

源产业以及经济林产业，生态经济实现

提质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治区人

大代表，昌都市八宿县委副书记、县长

德嘎旺姆表示，下一步，八宿县将落实

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大力推进生态

修复和生态建设，加快补齐城镇污水集

中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短板，加

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更好推动生

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

“做好森林防火是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事关国家

安全、生态安全与西藏高质量发展

大 局 ，事 关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林草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拉增说。

近年来，全区上下牢固树立生

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压实各

方责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森林

防火宣传教育，全区森林火灾发生

率大幅下降。

拉增自 2021年分管全区森林草

原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工作

以来，曾先后深入全区重点林区、公

益林管护站、木材检查站等开展督

查和调研工作，对全区森林草原防

火工作掌握实情、了解全面。

勤勉履职、担当实干。作为自

治区政协委员，拉增在督促完善防

火机制、配齐机构人员、落实资金

项目、充实防火物资等方面工作上

不遗余力，先后主持制订相关方案

17 个，细化工作措施 26 条。同时，

通过对全区森林草原火灾历史数

据的全面汇总和系统分析，协调解

决了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

备库项目用地选址难题。

“我区生态系统极其脆弱，自

我修复能力弱，一旦遭遇大面积破

坏 ，需 要 几 年 甚 至 几 十 年 才 能 修

复。所以，我们需要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深入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

火意识，全面落实森林火灾防控各

项措施，守牢生态安全屏障，着力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拉增说。

她坚守藏东高原 10 年，把自己

的最美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林

业事业。她就是自治区人大代表、

昌都市林草局林业草原科学技术

推广中心林业工程师郭迎亚。

今年 33 岁的郭迎亚，2013 年从

大 学 毕 业 后 ，便 来 到 西 藏 昌 都 工

作，一干就是 10年。

“今年是我担任自治区人大代

表的第 7 个年头，欣喜之余，也倍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郭迎亚告诉

记者，作为林草工作者，她的不少

建议都与生态保护相关，其中，关

于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一直是重点。

近年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

度不断加强，各种野生动物数量增

长 迅 速 ，并 频 繁 出 现 在 大 众 视 野

中。2022 年，昌都市卡若、类乌齐、

边坝等县（区），屡次发生棕熊肇事

案件，造成多起家畜及人员伤亡。

棕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按照

相关规定，发生此类事件后，需逐级

向上报告，等待处理批复下达。而

实际上该工作流程有不足之处，当

相关部门拿到批复时，肇事的棕熊

早已不见踪迹。当下次发生伤人事

件后，又再次进入批复等待中。

“ 看 着 野 生 动 物 肇 事 事 件 发

生，我感到十分惋惜。令人欣喜的

是，通过自己连续几年提交关于优

化野生动物肇事处置流程的建议，

目前已得到相关部门重视，并收到

了回复。”郭迎亚说。

为了更好投身于林草事业，顺

应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2022 年，

郭迎亚选择考在职研究生，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并将自己的论文研

究方向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当谈到下一步工作时，郭迎亚

说：“我将继续忠实履行人大代表的

神圣职责，当好百姓的‘代言人’，为

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建言献策。”

自治区人大代表嘎玛拉姆：

让家乡更绿群众更富
本报记者 永青

自治区人大代表郭迎亚：

为保护野生动物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牟永文。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增。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摄

自治区人大代表嘎玛拉姆。

本报记者 永青 摄

自治区人大代表郭迎亚。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1 月 8 日下午，自治区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图 为 人 大 代 表 在 认 真 阅

读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