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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住建厅扎实推进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自治区住建厅扎实推进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擦亮生态底色擦亮生态底色 构建宜居家园构建宜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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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推动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人居环境展新颜 幸福生活入画来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永青

察雅县

开展污水处理厂项目初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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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近年来，阿里地区生活垃圾、污水

处 理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城 市 环 境 不 断 美

化，居住舒适度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更强。

阿里地区措勤县地处 4800 米的高

海拔地区，受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取

水、排水困难一直困扰着措勤县干部群

众。

2023 年，阿里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全力推进措勤给排水工程建设项目，

投资 6170 万元，该项目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竣工验收。当记者来到措勤县网信

办干部云丹家中时，只见他正准备清洗

衣物。水龙头一拧，清澈干净的自来水

“哗哗哗”地流出来。“以前，生活用水只

有井水，到了冬季，井水结冰，很不方

便。生活废水基本靠自然渗漏方式排

放，现在真的方便，冬天也不怕了。”谈

起家中通了自来水，云丹脸上露出了幸

福的笑容。

在阿里地区普兰县巴嘎乡，“垃圾

银行”远近闻名。巴嘎乡党委、乡政府，

创新设立“垃圾银行”，鼓励游客和群众

拾捡垃圾兑换奖品，破解景区垃圾收运

难题，取得良好效果。

2018 年 6 月，巴嘎乡“垃圾银行”正

式投入运营，目前已经建设了 4 个兑换

站点。采取生活垃圾 1 袋可兑换胸牌 1

个、2袋可兑换钥匙扣 1个，可回收垃圾 1

袋可兑换抽纸 1 包或湿巾 1 袋的奖励方

式，鼓励游客和当地干部群众将收集到

的垃圾，用以兑换奖品。不仅如此，巴

嘎乡乡政府还对“垃圾银行”兑换站点

工作人员进行实地培训，建立了游客投

诉情况和收取垃圾量多少与工资挂钩

的激励考核机制，并设置了车挂牌、胸

牌、钥匙扣等丰富的旅游纪念品，不断

激发广大群众及游客保护环境卫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2023 年 ，阿 里 地 区 住 建 局 全 力 实

施 并 完 成 了 普 兰 、札 达 垃 圾 填 埋 场 项

目建设任务。日土县投资 648 万元，购

置 履 带 式 建 筑 垃 圾 分 类 破 碎 机 ，将 全

县建筑垃圾集中转移至建筑垃圾处理

点 进 行 统 一 破 碎 后 分 类 ，同 时 将 产 生

的 可 再 生 资 源 转 运 至 各 施 工 现 场 ，日

处理建筑垃圾可达 1500 吨，实现了建

筑垃圾再利用。

走在狮泉河畔，一名环卫工正在清

扫着地上不多的垃圾，记者上前询问近

年来狮泉河两畔的环境卫生情况。她

满脸欢喜地说：“这几年阿里的环境变

化真的太大了，大家的环保意识也越来

越强了，现在我的工作量和以前相比也

少了许多。”

2023 年 ，阿 里 地 区 全 面 推 行 垃 圾

分 类 收 集 和 处 理 ，无 害 化 处 理 垃 圾

7.21 万吨，日处理 200 余吨。分类可回

收 垃 圾 600 余 吨 ，出 售 300 余 吨 ，收 益

约 30 万元。

阿里地区还利用公共区域的媒体

（LED、宣传栏）等媒介积极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工作，并结合各宣传活动日，通

过发放宣传品、宣传进校园等各种方式

手段，多措并举宣传普及生活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生活垃圾分类

知晓率和群众参与率，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和干部职工的垃圾分类意识，营造了

关爱、珍惜、保护美好生态环境的良好

氛围。

西藏素有“地球第三极”之称，具有

生态上的特殊战略地位，其生态状况直

接关系到青藏高原乃至国家的生态安

全。

多年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保护

西藏的蓝天碧水净土为己任，不断加强

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管

理，切实提高污水和垃圾治理水平，为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提供坚强支撑。

加强技术工艺研究，提升
污水垃圾治理能力

自治区住建厅立足高寒高海拔特

殊气候条件下，生活污水浓度低、生物

菌成活率低、运维成本高、操作技术要

求高等实际问题，强化技术工艺适用性

研究，先后多次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开

展调研评估工作。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7 日，邀请清华大学、国家给水排水技

术中心、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

院、中城院（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委派污水方面的专家学者组

成调研组，对 7 个市地、40 余个县城，80

余座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

调研，全面了解我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运行现状，现场指导设施运行，为进一

步优化我区污水垃圾处理工艺技术提

出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

同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邀请国内污水垃圾处理知名专家教授

编制西藏自治区《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导

则》《城镇污水处理技术导则》，顺利通

过自治区地方标准审查程序，并于 2023

年 9 月发布实施，弥补了高海拔地区污

水垃圾处理地方标准的空白。

加快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补齐短板弱项

近年来，自治区住建厅借力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工作，全面梳理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短板弱项，制定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计划，不断加强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自治区住

建厅共投资 53亿元，建设 88座生活污水

处理厂和 157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补

齐 4个城市、59个县城、20个乡镇污水处

理设施和 5 个市地、10 个县城和 141 个

乡镇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短板，占全区污

水垃圾处理设施总投资的 57%。期间建

设 的 污 水 处 理 厂 数 量 占 全 区 总 数 的

83%，建成的垃圾处理设施数量占全区

总数的 51%。

2023 年，为持续加快生活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自治区住建厅联合自治

区发改委、生态环境厅、经信厅印发《关

于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

求 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

系统建设的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未来

3 年计划投资 31 亿元，实施 31 个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力争到 2025 年

实现县城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目前，全区共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

106 座，覆盖 7 市地所在地，62 个县城、

21 个乡镇，污水处理能力达每日 55.8 万

吨，配套污水收集管网 1080.33 公里，城

市、县城及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分

别达到 96.57%、86.55%。共建设 309 座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覆 盖 7 市 地 所 在

地、所有县城及 228 个乡镇，垃圾日处

理能力 4145 吨，全区城市、县城及以上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99.81% 、98.21% ，均 已 提 前 完 成“ 十 四

五”规划目标。

加大水环境整治，始终保
持“零黑臭”目标

近年来，自治区住建厅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着力加大城市水环境整治，始终保

持“零黑臭”目标。

自治区住建厅城建处相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我区组织各市地开展包括

污水管网在内的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

查，全面摸清污水管网基本情况。根据

普查结果，组织开展水环境整治，消除

污水管网“空白区”，解决污水直排问

题。投资 9.88 亿元，实施拉萨市中心城

区水系修复及生态治理工程，修复治理

53.1 公里水系，全面消除拉萨市水系沿

线污水直排口。落实资金 1.5亿元，推进

日喀则市夏布热沟等 4 条沟水系治理工

程及拉萨市夺底乡、林芝市巴宜区等 6

个污水管网改造整治工程，完善排水管

网系统建设，有力推动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构建美丽生态宜居城市。

针 对 污 水 管 网 收 集 系 统 不 完 善 、

部 分 城 镇 污 水 直 排 仍 未 解 决 等 问 题 ，

积 极 争 取 国 家 资 金 ，大 力 推 进 城 镇 污

水 收 集 管 网 建 设 ，着 力 构 建 完 善 的 排

水管网体系。“十四五”以来，自治区住

建厅共落实资金 12 亿元，实施墨竹工

卡县等 19 个县区排水防涝工程建设和

3 个城市、13 个县城排水管网建设（改

造）项目，新建（改造）排水管网 600 余

公 里 。 目 前 ，全 区 排 水 管 网 总 长 度 达

到 2529 公里。

同 时 ，积 极 强 化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整

治。联合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发展改

革 委 印 发《西 藏 自 治 区 深 入 打 好 城 市

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组织

市 地 开 展 黑 臭 水 体 排 查 工 作 ，目 前 我

区 74 个县（区、市）建成区范围内均无

黑臭水体。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助推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近 年 来 ，自 治 区 住 建 厅 先 后 印 发

《西藏自治区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政策支

撑。按照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分类处置体系建设的要求，加

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

投资 14.45亿元，建成拉萨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和山南市水泥窑生

活垃圾协同处置项目，拉萨市、日喀则

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开工建设拉萨市

焚烧发电厂二期、日喀则市水泥窑生活

垃圾协同处置项目和那曲市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建成后，全区垃圾焚烧处理

能力将达到每日 2150 吨，约占垃圾无害

化处理规模的 45%，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将达到每日 155 吨。同时，安装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桶 6.26 万余个，投放亭 546

个，智能回收桶站 93 套；配备餐余垃圾

车 38辆、可回收垃圾收运车 8辆、有害垃

圾收运车 3 辆、其他垃圾收运车 339 辆；

建设积分兑换超市 26 个。目前，拉萨

市、日喀则市试点城市垃圾分类体系初

具规模。

自治区住建厅城建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自治区住建厅

将在中央关怀、全国支援下，在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目标，进一步

加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管理，

全面提升环境污染治理能力，为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美丽西藏贡献

力量。

近年来，拉萨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垃圾末

端处置工作，城区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早上 8 点，拉萨街头往来车辆、行人稀少。在

罗堆中路，环卫工人正在用铁锹、扫帚将前一天

的生活垃圾清运到垃圾车上。

西藏博瑞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西热

伟色告诉记者，拉萨市区分为东片区和西片区，

该公司负责西片区的垃圾清运，每天早上 6 点半

起，公司派出 100多辆车，每天清理垃圾 200多吨。

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是目前拉萨市唯一一座大型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由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负责运行，

每天垃圾清运车收集的生活垃圾，一车接一车运

往这里。

据介绍，垃圾要先经过一周左右的脱水发

酵，产生的污水进入渗滤液处理站，留下来的“干

货”再进入焚烧炉进行 85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消

化”，“消化”过程中产生电力。在这个过程中，原

来的生活垃圾就会完全被转化为无害物质，垃圾

焚烧过程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均优于排放标准。

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

刘杰告诉记者，该公司每天入场垃圾 850 吨，经过

垃圾池发酵，将原本为废弃物的垃圾资源化综合

利用，每天发电量达 30万度。

生活垃圾焚烧后的残渣被运往拉萨市生活

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拉萨市生活垃圾填埋场

负责人吕和虎说：“工作人员每天将生活垃圾清

运车辆开到指定的卸料平台，通过称重、卸料、推

平、碾压、消毒、除臭、覆土、再碾压的方式对垃圾

进行规范化处理，在覆土面上打孔插管排出沼

气，进行洒药消毒，通过这些流程可以做到完全

卫生填埋。”

可回收垃圾可以循环利用，其他生活垃圾可

以焚烧发电和填埋，有害垃圾可以用来无害化处

理，那么餐厨垃圾怎么处理呢？拉萨圣清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宋立新介绍，餐厨垃圾经过餐

厨收运车称重、垃圾分选后，让有机质部分进入

厌氧罐产生沼气，之后把其中的潲水油提炼出来

进行无害处理，变成生物柴油。最终只填埋 13%

的无机质。

据了解，2017 年以前，拉萨生活垃圾均采取直接填埋的方式处理，经过这几

年的发展，目前拉萨市已经建立起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垃圾焚烧、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以及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体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整个拉萨市的生活垃圾体量呈上升

趋势。为此，拉萨市不断加大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目前，拉萨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正按施工计划稳步推进，预计 2024年 5月 31日试运行。

据了解，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为拉萨市改善生态环境的重

点民生工程，该项目于 2022年 12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5.65亿元，由拉萨康恒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项目位于曲水县聂当乡德吉村，占地面积 98

亩，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

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工程部经理吴佐礼介绍，该项目智能

综合管理平台可实时监控生产全流程，并设有完善的园区应急管理处置机制，

在线监测中心可全程监测烟气排放数据，并实时对外公布。项目投用后，日处

理垃圾 800 吨，年处理垃圾 29.2 万吨，将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

理，以及相关区域生活垃圾零填埋的目标，有利于提高垃圾热能及垃圾资源的

再生、回收和循环利用水平。

“项目建成后主要处理拉萨市区及林周、尼木、当雄、墨竹工卡、空港新区的

生活垃圾，可基本实现拉萨市及周边县区生活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吴佐礼说。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拉萨市共清运处置生活垃圾 36.4 万吨，城市生活垃

圾清运和无害化处置达到 100%。

本报曲松电（记者 武沛涛）近年

来，曲松县邱多江乡江塘村以党建引

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为抓手，全面部

署、多措并举、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治

理工作，营造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共同携手建设和美家园。

据了解，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向纵深推进，江塘村村“两委”

班子、驻村工作队结合江塘村实际制

定工作方案，定期召开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会议，分析存在的短板弱项，并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高效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同时，江塘村强化工作落实，充

分发挥农牧民党员、“双联户”户长、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的模范带

头作用，以村主干道、河道沟渠、房前

屋后等区域的杂物、生产生活垃圾、

庭院乱堆乱放等为整治重点，从细微

处入手，每周进行清扫，确保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全覆盖、无盲区。

此外，江塘村加强宣传引导，充分

利用村民大会、微信服务群、入户走访

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环境卫生整治

的意义，呼吁村民摒弃不文明行为和

生活陋习，遵守村规民约、养成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的生活习惯，共同营造干

净整洁、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本报昌都电（记者 贡秋曲措）近

日，昌都市住建局同察雅县住建、城

管、环保部门以及烟多镇、第三方运

营企业等相关负责同志组成验收工

作组，对县城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初

步验收工作。

据悉，验收组先后对污水处理厂

设备、管网、人工湿地、通水运营等情

况进行逐一核验，听取了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对项目建设、服务范围及污

水设施运行等情况汇报，结合抽查情

况，召开初步验收会，就项目设施建

设完成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验收组要求项目代建、施工、监

理、设计等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针对现场提出 20 余项整改事项，逐一

梳理问题，尽快完成整改。相关部门

要严格履行属地部门职责，积极督促，

限时完成整改，待整改完成后再次开

展整改情况现场复核，保证整改到位，

为 后 续 专 项 验 收 、项 目 终 验 奠 定 基

础。第三方运营企业西藏建投要强化

污水处理厂试运营日常监管，做好日

进水、出水水量、水质监测和记录并及

时向相关部门汇报，定期排查设备、管

网情况，保证污水处理厂持续运营。

为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近

年来，我区各相关部门通过加强

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等方式，不断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提供坚强支撑。

图 为 林 芝 市 墨 脱 县 格 当 乡

多龙岗村群众自发清理河道排

水渠。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通讯员

郎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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