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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51个项目，建成700套保障性住房，计划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9亿元，实际完成投资11.94

亿元……这一个个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广大阿里

地区住建事业建设者只争朝夕的努力和汗水。

2023年，阿里地区共实施项目 51个，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1.94亿元，为目标任务的 260%。建

成 700套保障性住房，有效缓解干部群众住房难

的问题；顺利完成农村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落实房地产发展若干政策，发放购房补贴

109.88万元；推动农村房屋动态监测工作，发放城

镇居民租赁补贴 20.07万元。开工建设一批城镇

棚户区改造和现代化村庄建设试点工作。全面

推广应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全地区实名

制平台工人 10.08 万人，累计代发工资 19.17 亿

元，建筑领域农牧民转移就业 1.09万人，实现劳

务创收1.06亿元，完成2023年目标任务的212%。

积极落实住房公积金“按月对冲”和“按月提

取”政策，减轻购房压力。2023年，阿里地区公积

金缴存单位 607个、缴存职工 2.9万人，缴存总额

60.15 亿元，同比增长 18.14%，提取总额 33.92 亿

元，同比增长33.65%，个人住房贷款发放6899笔、

放款32.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57%、12.53%。

不仅如此，阿里地区住建局完成全区首笔公

积金跨省抵押贷款业务，发放贷款106万元，有效

缓解住房公积金贷款难的问题。试点推广改则

县、札达县公积金服务管理部设立工作，为附近缴

存单位、职工提供了方便，节约了成本，干部群众

满意度明显增强。

“2023年，阿里地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工作

取得了新成效。今年，我们将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奋力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阿里地区住建局副局长尼玛琼达说，我们计划住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63

亿元；全力推进3000套公租房建设，改造城镇棚户区65户，加大城乡垃圾、给排

水、市政道路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强化垃圾污水运维管理力度，申报实施一批

城市洪涝等市政项目，加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力度，建筑业、房地产业持续

保持健康发展态势，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尼玛琼达表示，接下来，阿里地区住建系统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加快推进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统筹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面推动住房

城乡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把阿里建设成为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贡献住

建力量。

本报昌都电（记者 平措郎加 通

讯员 成中琴）为倡导农牧民文明健

康生活，近期，昌都市政府办联系赞

助商免费为四个驻村点村民发放并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捐

赠发放仪式在察雅县烟多镇政府举

行，共计发放热水器206台，总费用达

117.5万元。

经过各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

多次走访统计，昌都市政府办所在的

4个驻村点共需 206台热水器，其中，

烟多镇帮嘎村 33台，帮隆村 30台；扩

达乡多庆村 85台，列尼村 58台。根

据每户人口数量不同，经多次协调，

按照群众需求，共解决 18管的 57台，

每台可以满足 4 口之家日常洗浴热

水；20管的 53台，每台可以满足 6口

之家的日常洗浴热水；24管的 59台，

每台可以满足 8 口之家的日常洗浴

热水；30管的 37台，每台可以满足 10

口之家的日常洗浴热水。目前，已全

面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

昌都市洛隆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

是怒江上游的一个县城，距离昌都市区

300多公里。因地势起伏大，沟壑纵横，一

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缓慢一直是

洛隆县干部群众的一块“心病”。

但如今，走进洛隆，映入眼帘的是一

幢幢整齐的楼房、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

道，目光所及，是一幅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的美丽画卷。

“搬迁之前，我们家一直是居住在格

亚村，依靠青稞种植维持生计，每年收成

好坏都是未知。如今，我们住进了 2 层楼

房，崭新的沥青路铺到了家门口，附近还

配备了幼儿园、卫生院、菜市场、活动广场

等生活服务设施。”洛隆县孜托镇新区易

地搬迁户阿旺次仁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

了阿托卡易地安置点后的变化。

2018年，阿旺次仁一家积极响应国家

精准扶贫的好政策，搬到了县城安置点。

阿旺次仁通过农业银行精准扶贫的无息

贷款，借贷 4 万多元购置了一辆二手东风

货车，借机跑起了运输，妻子也在县上物

业管理公司找了工作，两口子的日子逐渐

越过越富裕了。

近年来，洛隆县以实现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为目标，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着力

点，坚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提高乡村人居环境

舒适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

度，使全县乡镇发展动力更足，群众幸福

指数更高。

2023 年，洛隆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全面推动

乡村建设行动、环卫工人爱心岗亭、城市

“牛皮癣”的整治、井盖、路面排查、农村户

厕改造、人畜分离、生活垃圾处置和污水

处理等各项任务，以实现全县农村环境的

持续优化和提升。截至 2023年，洛隆县 11

个乡镇通畅率 100%、建制村通畅率 80%。

洛隆至波密段公路建设目前正在积极推

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覆盖全县

所 有 乡 镇 ，城 镇 垃 圾 收 集 处 理 率 达 到

100%、污水收集处理达到 95%以上、供水

覆盖率达到 100%。

在洛隆县 2024 年基本建设项目计划

专题研究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要紧盯上级政策导向和申报时间节点，谋

划一批打基础、利长远、保民生的重大优

质项目，积极向上跑办衔接，争取上级最

大的资金支持，将更多项目纳入昌都市

2024年计划项目盘子里；要利用“冬闲”时

间加快项目前置手续办理，尽早落实项目

开工条件，确保明年开春即开工；要加强

项目前期进度督导，切实增强业主单位狠

抓项目建设进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针对

前期进度滞后的项目及时通报提醒，确保

全县基本建设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参会干部纷纷表示，不仅要做好手头

工作，更要深入到田间地头和户内向群众

宣传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清洁乡村的

重要性，帮助群众实现从“旁观者”到“参

与者”的转变。

冬日暖阳下，洛隆县乡村建设正悄然

发生变化，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人民安居乐业的新风貌

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日，

在边坝县马武乡达如村，村民曲宗

紧紧握着驻村工作队队长的手激

动地说：“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为我

们解决了老大难问题，我们再也不

怕停水了。”

据悉，在开展“百日走村入户

大调研”活动中，驻达如村工作队

发现村供水机电井损坏，影响到村

24 户 192 名群众正常饮水，工作队

主动与县委、县政府及县水利局沟

通对接，争取到总投资 231 万元的

供水改造工程项目。

该 项 目 于 2023 年 9 月 底 全 面

开 工 建 设 ，当 年 11 月 底 已 全 面 完

工并投入使用。项目新建取水口、

蓄水池、沉淀池各 1 座，背水台 24

座 ，机 电 井 2 口 ，更 换 净 水 设 备 1

套，且全部加装发热装置，提升抗

凝冻能力。

达如村驻村工作队积极与承

建单位洽谈对接，为 18 名本地群众

争取到参建机会，实现增收 12.6 万

余元，人均增收 7000 余元。驻村工

作 队 还 充 分 动 员 群 众 ，切 实 发 挥

“水管员”作用，采取轮流值班制，

定期对取水口、蓄水池进行破冰处

理，确保村居用水“四季长流”。

本报那曲电（记者 赵书彬）近年

来，聂荣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厕所革

命”，有力改善了村（居）环境卫生面

貌，加快了新牧区建设步伐。

聂荣县利用“行业调研+专项调

研”的方式，提出了逐步解决 21座厕

所冬季供水难的具体措施，确定了

580 户户厕改造对象和“示范引领、

逐步推进、全域覆盖”的户厕改造步

骤。2023年，投资 64万元，对 6座自

来水及管网覆盖区域的水厕做了给

排水改造、建设附属设施及电暖设

备安装检修，从原来的季节性使用

实现全年正常运行。

大力宣传户厕改造政策要求，

广泛征求群众意愿，2023 年实施的

580 户户厕全部征求了项目受益户

的意愿，由于牧区无户厕基础，考虑

到建设成本和群众意愿，聂荣县采

取群众自建和双坑活动板房安装的

两种方式组织实施，截至目前，580

户户厕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在户厕改造的过程中，聂荣县

充分发挥调查研究解决堵点难点的

功能，经过梳理汇总群众的意见建

议，将 2000 元的户厕补助标准提升

为 2700 元，户厕的样式全面“本土

化”，符合藏北高原实际，得到了群

众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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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边坝县马武乡达如村工作队

积极解决群众安全饮水问题

聂荣县深入推进牧区户厕改造
截至目前，580户户厕建成并投用

昌都市政府办

为驻村点群众免费发放太阳能热水器

昌都市洛隆县：

建设和美乡村 共享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图为洛隆县组织公路养护段开展路面修复工作。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 以 前 交 电 费 要 专 门 跑 去 营 业 大

厅 。 自 从 家 中 装 了 智 能 电 表 ，我 用 手

机就能交电费了，特别方便。”山南市

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村民扎西罗布深

有感触。

推进智能电表改造是国网西藏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举

措。该公司成立专项工作组，编制国网

西藏电力关于加快推进 66 家县公司智

能电表改造实施的指导意见，采取“项

目化实施+自主实施”的方式全面推进

改造工作。

不仅是智能电表走进平常百姓家

中，近年来，我区着力提升交通、水利、

电力、公共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

水平，促进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提质

增效，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各族群众，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推进交通建设——
出行方便 助推经济

2023 年 12 月 15 日，拉萨贡嘎机场

T2 航站楼（非民航工程）顺利通过竣工

验收。

由中建八局负责施工的拉萨贡嘎

机场 T1 和 T2 航站楼整体改扩建工程一

标段工程，包括 T1 航站楼部分拆除、新

建，T2 航站楼室内改造、连廊区域新建，

整体建筑面积约 2.7 万平方米。已建成

的 T2航站楼共两层，将主要承担国际功

能。在建的 T1航站楼，建成后将承担重

要保障运输功能。

该项目的建设投用，将进一步完善

拉萨贡嘎机场的国际功能，补齐国内容

量不足，兼顾重大运输保障需要，满足

目标年 2030年旅客吞吐量 12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 12 万吨、飞机起降 8.8 万架

次的使用需求。

拉萨贡嘎机场 T1 和 T2 航站楼整体

改扩建工程是国家“十三五”“十四五”

规划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工

程，是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有力举措，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贡嘎机场的

整体运营能力、服务能力和现代化、国

际化水平，助推我区经济腾飞。

记者了解到，2023 年，我区实施交

通建设项目 470 个，建成 204 个，通车里

程增加 1752.66公里，全区公路通车总里

程达 12.32万公里。

2023 年，我区交通运输工作聚焦扩

大投资，倒排时序抓调度，在公路基础

设施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全年落实中

央投资 449.05 亿元，完成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 263亿元，同比增长 60.4%。

在项目建设方面，G4218 拉萨至日

喀则机场高速公路等重点公路项目加

快推进，拉萨贡嘎机场外部交通改造工

程等项目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2023 年，我区实施 416 个

农村公路项目，新增 4 个乡镇、214 个建

制村通硬化路，乡镇、行政村通畅率分

别达 95.55%、82.6%。错那市被命名为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养管深度

再拓展，74 个县均建立落实了“县、乡、

村”三级路长制，完成 94 座危桥改造，实

施 1564公里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

2024 年，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将完善

交通强国规划体系，加快出台《西藏自

治区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2023-2035

年）》启动“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编制

工作；加快推动 G109 线格尔木至那曲

段提质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持续推进

省际瓶颈路段建设和繁忙通道扩容改

造，加快推进连接周边省区的高等级公

路规划建设；全面建成 G4218 拉萨至日

喀则机场段项目，加快建设 G318 线提

质改造等项目。

加强水利建设——
促进发展 增进福祉

2023 年 3 月 20 日，拉萨市旁多引水

工程“三通一平”基础工程开工。该工

程是水利部 2023 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

利工程之一，施工总工期 60 个月，总投

资 23亿元。

旁多引水工程“三通一平”基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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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线路总

长 51.5公里。

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拉萨市

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保

障拉萨市经济社会和城市健康可持续

发展，为拉萨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目标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水源。

2023 年 11 月 20 日，帕孜水利枢纽

工程导流兼泄洪放空洞顺利贯通，标志

着导截流工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如

期完成水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位

于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是国务院确定

的 150 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之一，是全

国目前在建海拔最高的国家级重大水

利工程，也是“十四五”西藏新开工建设

的首个重大水利工程。该工程由枢纽

工程、昂仁供水工程和配套灌区工程组

成，以灌溉、发电为主，兼顾城乡供水，

为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多

年平均供水量 1907 万立方米，设计灌溉

面积 4.28 万亩，电站装机容量 58 兆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 2.06亿千瓦时。

帕孜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将进一

步提高水库下游灌区的灌溉保证率，有

效缓解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可开

发当地水能资源，基本解决日喀则市 5

个县冬季缺电问题，对促进西藏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改善生

态环境等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大力开展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满拉、江

北、雅砻、澎波等一批大中型灌区，西藏

重大农田水利工程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成效愈发显现。

完善文化设施——
以文化人 涵养精神

2023年11月15日，在西藏美术界，是

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高原·境界——

西藏美术馆开馆展”开幕。

开馆展设“西藏题材当代美术成果

展”“传承·创新精品唐卡展”“醉美环境

雕塑展”“数字艺术展”四个分展，展出

了包括吴作人、李可染、董希文韩书力、

安多强巴、益希西绕、丹巴饶丹等知名

美术家创作的近 300幅（座）作品。

参观者蒋扬措说：“能够见证西藏

首个省级美术馆开馆感到非常荣幸和

开心。这次展览既有传统的唐卡艺术，

又有现当代的艺术展，非常多元，希望

未 来 能 够 在 这 里 看 到 更 多 优 秀 的 展

览。”

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段胜前表示，西

藏美术馆填补了西藏没有省级美术馆

的空白，未来的西藏美术馆将积极发挥

美术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

用，让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西藏各族群

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推出更多的优秀

艺术作品，展现中国精神、时代气象、西

藏风格，办成西藏各族人民满意的省级

高原美术馆，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积

极贡献。

近年来，西藏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不

断健全，设施设备不断完善，文化产品

和活动不断丰富。

截 至 目 前 ，西 藏 文 化 阵 地 实 现 了

区、地、县、乡、村 5 级服务网络全覆盖，

服务方式实现了“阵地服务+数字服务+

流动服务”3 级模式，服务效能和水平得

到了很大提升，服务人次逐年增加。

自 治 区 文 化 厅 副 厅 长 刘 世 忠 介

绍，西藏现有 6272 个公共文化服务场

馆，实现了自治区、市地有图书馆、群

艺馆、博物馆，县区有综合文化活动中

心，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居有文

化活动室。

距离拉萨市 400 多公里的日喀则市

亚东县帕里镇，平均海拔在 4300 米以

上，常年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如今这里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越发齐

全 。 帕 里 边 境 派 出 所 教 导 员 敬 欢 说 ：

“现在镇里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比较完

善 ，像 我 们 派 出 所 门 口 就 有 图 书 阅 览

室、电影院等设施，都是无偿为辖区群

众服务，平时也会组织当地的农牧民群

众举行宣讲会、看电影等活动。”

我区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水平——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族群众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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