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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主导 多业发展

曲水县江村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筑牢安全防线 让群众吃得放心
—城关区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提升

本报记者 刘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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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拉萨市城关区被农业

农村部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近年来，城关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围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智慧化监管等目标，以抓实“菜篮子”工

程为依托，严格对标对表，从生产、技

术、监管、追溯、宣传等方面协同发力、

产管并重，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制

度、农产品全程监管机制，加快推进农

产品质量体系建设，有效促进农产品质

量 安 全 水 平 整 体 提 升 ，确 保 各 族 群 众

“舌尖上的安全”。

完善长效机制——
全方位建立监管体系

建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城关区

将所有涉农经营主体全部纳入“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名录”，并与规模种养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签 订 书 面 质 量 承 诺 书 ；发

布、张贴质量安全告知书，实施“黑名

单”制度，全面压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城关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操作

手册，健全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确

保及时科学精准应对处置。对规模畜

禽养殖场实施“五统一”管理模式，逐步

建立长效机制。制定《城关区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机制实施方案》，规范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根据市级统一规划，

辖区内无屠宰场。

推行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自 2020

年城关区开具了拉萨市第一张合格证，

近三年共开具合格证 4.19 万余张，带证

上市农产品 2.79万余吨。其中，2023年 1

至 7 月开具合格证 9020 张，带证上市农

产 品 6148.3 吨 ，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8.2%、20.6%。同时，由城关区农业农村

局、城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建立准入准

出制度，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制度，无证农

产品现场免费检测后，凭检测报告入场。

完善质量安全监管监测体系。按

照“有机构、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

经费、有制度”的要求，制定学习培训、

考核奖惩等制度 58项。从 2020年开始，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纳入辖区

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职责，城关区、街

道监管员和村级协管员、网格工作人员

每周至少巡查 2 次，蔬菜生产旺季每两

天巡查 1 次。新建城关区农产品检测中

心，涉农街道均设立检测室，按照“用什

么检什么”“检什么标什么”要求，规范

出具速测结果。2021 年至 2023 年底定

量检测 791批次，合格率达 98.5%。

推进重点任务——
全链条确保质量安全

把好农资入口关。城关区通过规

范农资市场经营，建立投入品经营企业

诚信档案，有效保障投入品质量。结合

净土健康产业发展规划，严格落实农药

化肥统购统治、控减工作，农药销量从

2020 年的 1.7 吨减量到 2023 年的 1 吨，

连续 5 年实现化肥零增长。严格执行农

兽药禁限用规定和使用间隔期、休药期

规定，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投入品使

用登记台账。在蔬菜大棚、涉农生产企

业、合作社、村委会、街道办事处张贴

《经常检出农药问题清单》和《禁限用农

药名录》等。

加强农产品质量联动执法。制定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

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

年行动等专项治理方案，加强生产、经

营、收购、储运等重点环节执法检查。

2020 年以来，出动 720 人次，检查 1168

家次。

推 行 农 产 品 标 准 化 生 产 。 2023

年 ，城 关 区 兽 医 站 依 托 科 研 项 目 制 定

《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

5 个。印制种养技术手册并开展入户

宣 传 ，入 户 率 100% 。 实 施 种 养 结 合 ，

在 两 个 高 标 准 养 殖 中 心 施 行 粪 肥 还

田，畜禽粪污利用率、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 综 合 利 用 率 均 达 95% 以 上 ，从 源 头

消除畜禽养殖对环境污染的风险。截

至 目 前 ，城 关 区 认 证 有 效 期 内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23 个、绿 色 食 品 2 个 ；创 建“拉

萨牛奶”“高原纯牛奶”“拉萨酸奶”等

品牌 15 个。

坚持创新发展——
强治理促进提质增效

以最严格责任体系抓创建。城关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实行县级领导包片

责任制，切实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小

网格”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网格”，对出

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坚决按照“四

个最严”要求，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切实做到人人有责、失责必究。

以标准化产业建设提品质。城关

区奶牛养殖企业、乳制品加工厂、种植

基 地 全 部 按 照 高 标 准 要 求 设 计 并 建

设 ，运 行 过 程 中 全 部 采 用 标 准 化 种 植

养殖、标准化加工、标准化污染处理设

施，实行季度环境污染监测制度，在全

区处于领先水平。

以全覆盖宣传告知促共建。除在

街道办事处、村居、生产基地、企业等

重 要 位 置 张 贴 告 知 书 外 ，城 关 区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原 则 ，对 纳 入 监 管 名 录 的 农

产 品 生 产 经 营 主 体 ，每 年 坚 持 户 户 上

门 签 署 责 任 告 知 书 ，责 任 告 知 率 达 到

100%。

城关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边巴次仁

说：“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好国家农安

县这个‘金字招牌’，强化源头治理和

执 法 监 管 ，进 一 步 巩 固 创 建 国 家 农 安

县 成 果 ，扩 大 国 家 农 安 县 影 响 力 ，为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保 驾

护航。”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近

年 来 ，曲 水 县 江 村 按 照“ 一 业 主

导、多业发展”的思路，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大力发展蔬菜产业，统

筹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带 动 群 众

持续增收，实现生活富裕。

江 村 突 出 发 展 产 业 牵 动 、集

体经济带动、文化品牌拨动、增收

项目促动，强化“四轮驱动”，提升

乡村治理“保障力”。

产业发展牵动。江村立足曲

水县“蔬菜瓜果基地”的产业定位，

强化鑫赛蔬菜基地龙头带动作用，

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 ，辐 射 全 乡 农 户 增 收 致 富 。 目

前 ，建 设 蔬 菜 种 植 温 室 大 棚 1119

栋 2085 亩，种植蔬菜 40 余种，年产

蔬菜 2.3 万吨，产值 1.2 亿元，通过

土 地 流 转 帮 助 农 户 每 年 增 收 750

万余元。2023 年，村委会积极动员

6 户本地群众承包温室大棚。蔬菜

产 业 务 工 人 员 常 年 有 80 余 人 ，人

均年收入 2.5 万元。

集体经济带动。江村村委会

在 集 体 资 产 股 份 权 能 改 革 基 础

上，全面盘活集体“三资”，创办曲

水县骐灵农业综合开发农牧民专

业 合 作 社 ，组 织 承 接 农 村 公 益 项

目 ，对 饲 草 种 植 、良 种 繁 育 、种 子

农 药 、农 机 运 作 、粮 油 加 工 、观 光

旅 游 等 实 业 经 济 兜 底 发 展 ，资 产

规 模 达 1000 余 万 元 ，累 计 实 现 分

红 157 万元。

文化品牌推动。江村村委会

充分挖掘本地传统藏戏文化元素

积 极 争 取 文 旅 、妇 联 等 部 门 项 目

资金支持，引导有技术、有能力的

党 员 带 领 22 名 农 牧 民 群 众 创 办

“江村藏戏队”，年均演出 20 场次，

年人均可实现增收 8000 余元。

增收项目促动。村委会充分

发 挥 组 织 协 调 优 势 ，积 极 对 接 项

目工程，组织群众外出务工，为群

众 增 收 开 辟 新 路 子 。 2023 年 以

来 ，村 委 会 积 极 发 挥 组 织 协 调 作

用，联系参加拉萨南北山绿化、南

木村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江村“美

丽 乡 村·幸 福 家 园 ”等 项 目 ，实 现

农 牧 民 就 业 7950 人 次 ，带 动 增 收

626.53 万元。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日前，拉萨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公 共 交 通 安 全 保 卫 大 队 组

织 警 力 前 往 交 产 集 团 旅 发 公 司 开 展 交 通 安

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

督导中，民警重点对相关企业车辆出车

前安全技术参数检测、GPS 监控运行管理、驾

驶 人 教 育 培 训 、驾 驶 人 违 规 处 罚 登 记 、车 辆

安全设施配备、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和提醒等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督导检查组要求相关企业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工作

制 度 ，做 好 值 班 备 勤 和 GPS 监 控 管 理 ，对 车

辆违规操作要及时督促整改。此外，要求坚

决 杜 绝 超 速 、超 载 、疲 劳 驾 驶 、酒 后 驾 驶 、分

心驾驶和不系安全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全力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拉萨交警各业务大队持续深入全市客运

企业加强对客运班线车辆的监管，全力保障

客 运 车 辆 安 全 运 营 ，防 范 化 解 交 通 安 全 风

险，为广大群众搭建一条平安路、暖心路。

据了解，1 月 1 日以来，公共交通安全保

卫 大 队 通 过 拉 萨 市 重 点 营 运 车 辆 联 网 监 控

监管系统查处以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不 按 规 定 使 用 安 全 带 等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为 主

的营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共 24 起，并依法进

行相应处罚，同时约谈了相关企业负责人。

与 此 同 时 ，拉 萨 交 警 各 大 队 重 拳 出 击 ，

始终保持酒驾醉驾严管态势，持续开展酒驾

醉驾专项整治行动，从源头上预防道路交通

事故的发生。执勤民警结合辖区实际，科学

分 析 研 判 酒 后 驾 驶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的 规 律 和

特 点 ，紧 盯 重 点 区 域 、重 点 路 段 、重 点 时 段 ，

科 学 安 排 勤 务 ，加 强 显 性 警 力 和 装 备 投 入 ，

采取定点查纠和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大

力 筑 牢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防 线 。 在 做 好 大 力 整

治的基础上，执勤民警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抓

好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工 作 ，坚 持 教 育 与 处 罚 并

重 ，对 过 往 司 乘 人 员 进 行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引

导大家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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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成立 8个督查组开展市场督查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近日，根

据拉萨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要

求，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周密部署、迅

速行动，成立 8 个督查组分赴城关区、

达孜区、堆龙区、柳梧高新区，针对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灶管阀、广告等

开展市场督导检查系列工作。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对本市餐饮

店、食品零售店、药店、燃气灶管阀零

售店、商超、农贸市场等各类经营主

体进行了安全检查。检查中发现，部

分商家存在无证无照经营，销售过期

变质、假冒伪劣商品、侵权产品，特种

设备超期等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要求商

家及时整改，并移交辖区市场监管局

及其他部门处理。同时，确认食品安

全“ 两 个 责 任 ”包 保 人 员 ，对 人 员 调

整、不了解包保职责等问题，现场反

馈辖区市场监管局。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 通讯

员 李从芳）日前，拉萨市气象局前往

墨竹工卡县东部、西南部等高山地带

开展 C 波段天气雷达站址初选工作，

详细勘察所选点的地理位置及四周

净空条件等信息。

据了解，目前，拉萨市共有 5 部全

固态 X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系统和 1

部 C 波段多普勒天气雷达，基本实现

了多区域雷达组网监测，填补了拉萨

周边多区域天气雷达监测盲区，构建

拉萨天气雷达监测系统，对提升我区

气象灾害精细化预报预警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拉萨市气象局

开展 C 波段天气雷达站址初选工作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慰问组走进脱贫监测户家中，与群众深入交谈，

关心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收入等情况，鼓励脱贫监测户保持乐观积极的心

态，遇到困难及时向乡村工作人员反映，并为监测户送去慰问金。

图为南木乡慰问组工作人员与脱贫监测户群众交谈。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为提升突发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应

急响应能力，提高实战水平，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近日，

拉萨市生态环境局举行“2024年拉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场景为：某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危废暂存间 1 号

库因电源线路老化引起火灾，导致废农药泄漏，产生有害气体，影

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演练开始后，企业立即启

动突发事件二级响应，并向曲水县生态环境部门报告，曲水县生

态环境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曲水县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

预案》三级响应，第一时间向拉萨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同时组织专

业救援队伍迅速到达现场。拉萨市生态环境局接到事故报告后，

立即启动《拉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四级响应，组织监测、

执法等人员赶赴现场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演练过程中，应急人员穿戴防护服，携带专业设备，对泄漏的

废农药进行紧急处理，通过喷洒中和剂和吸附材料，有效控制有

害气体的扩散范围，展现高效的协作能力和专业的处置技术，并

利用监测设备，对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同时，对受污染区域进

行隔离和封锁，防止有害气体扩散。

演练严格按照《拉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开展，不

仅是对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应急响应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对

协调多部门联合作战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市、县两级相关部门

组织严密、多方联动、报告及时、响应有序，应急响应升级贴近实

战，应急处置措施有力有效，形成了强有力的应急处置合力，达到

“检验预案、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处置流程、提升应对能力”的预期

效果。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将“未雨绸缪防

患未然，厉兵秣马淬炼精兵”，不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完善应急

预案、优化及改进应急工作，提升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加强环境

风险隐患的排查，强化环境风险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更加严密的

环境安全防线，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

日前，位于当雄县羊八井的世界海拔

最高、净空尺寸最大、综合试验能力最强

的西藏高海拔特高压试验大厅屋面桁架

整体提升完毕。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国高

海拔空气间隙、外绝缘等方面的研究提供

稳定、高效的试验环境，有力支撑高海拔

特高压工程建设，对高质量推进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在建的西藏高海拔特高压试验

大厅。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打造试验环境

支撑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