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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生态

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

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制度，是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

举措。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 线 ，科 学 指 导 各 类 开 发 保 护 建 设 活

动，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为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经党中央、

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分 区 管 控 ，要 坚 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特 别 是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为 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全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大 会 部 署 ，完 整 、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

全 面 落 实 主 体 功 能 区 战 略 ，充 分 衔 接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和 用 途 管 制 ，以 高 水 平

保 护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创 造 高 品 质 生

活 ，努 力 建 设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丽中国。

——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 坚 持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住

自 然 生 态 安 全 边 界 和 环 境 质 量 底 线 ，

落 实 自 然 生 态 安 全 责 任 ，推 进 绿 色 低

碳发展。

——源头预防，系统保护。健全生

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

区域协同治理。

——精准科学，依法管控。聚焦区

域性、流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精准

科学施策，依法依规建立从问题识别到

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

——明确责任，协调联动。国家层

面做好顶层设计，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

主体责任，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建

立 分 工 协 作 工 作 机 制 ，提 高 政 策 统 一

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

到 2025 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提供有力支撑。

二、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

（一）制 定 生 态 环 境 分 区 管 控 方

案。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落

实《全 国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纲 要（2021 －

2035 年）》，制定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为

重点，以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以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为手段，以信息平台

为支撑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坚

持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市级落地的原

则，分级编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省级、市级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由同级政府组织编制，充

分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

的衔接，报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

案后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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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羌塘，山湖静默，草木无声，一片荒寂。

“嬷啦，您最近身体怎样？我在珠海挺好的。”

“我很好，你在外面要好好读书。”

3 月 10 日，周末，11 点左右，在错那湖附近的一个

农家小院里，77 岁的格桑老人一边呷着酥油茶，一边

和在珠海求学的孙女久啊用手机聊着天，祖孙两人温

暖的对话和甜蜜的笑声让初春的羌塘多了几分暖意。

看到记者进门，格桑连忙起身让坐。

“嬷啦（奶奶），好久不见啊！”

“就是，好久不见了，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久啊还在

准备西藏班的考试呢。”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赶上了好时代！能上学，上

好学！”望着视频里朝气蓬勃的孙女，格桑的笑容更加

灿烂。

65 年前，格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孙子、孙女不

仅能上学，还能成为大学生、去区外的学校上学。

“民主改革前，教育在西藏是贵族才能享有的特

权，只有贵族的孩子才有上学的权利。作为农奴的孩

子，我们每天只能放羊、服各种劳役。上学，是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忆及过往，格桑的话语中充满了伤感。

1959 年，党中央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黑

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也让格桑一家迎来了新生。

这一年，格桑家分到了 4 头牦牛，再也不用为吃不

上饭发愁。也是在这一年，12岁的格桑走进了校园，成

为西藏民主改革后入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学校，我学会

了九九乘法表，会写一些简单的藏语词汇，老师们待我

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还手把手地教我们写字、学习

文化知识。”轻轻呷了一口酥油茶，格桑热切地诉说着上

学的那段岁月，“从老师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北京、

长城、天安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定要好好读书，我

要去北京。”

但幼年时落下的腿部关节病让她无法继续学业，3

年后，15 岁的格桑被迫辍学回家了。“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哭了，真的舍不得！”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可提及往事，老人的眼中仍然闪过一丝不舍。

65 年风雨沧桑，披荆斩棘，西藏教育创造了历史：

自 2012 年秋季学期开始，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建立起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资助范围覆盖所有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2012年至 2022年，国家累计投入西藏

的教育经费达2515.06亿元，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409所，

在校学生 94.4万多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 89.52%，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97.7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07%。

享受着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红利，格桑家喜讯

频传：

2018 年，格桑的大孙女格桑美宗坐着火车，从错

那湖畔出发，成为西藏民族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学

生，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走出高原的大学生；

“我想考进区外的学校！”这是许多西藏小学毕业生

的梦想与希望。2019年，格桑的二孙女久啊顺利通过考

试，幸运地成为珠海市第四高级中学的一名学生；

2022年，格桑的大孙子米玛考入西藏大学，成为该

校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

……

饮水思源，缘木思本。如今，对于孩子们的未来，77

岁的格桑有着自己的打算——学成归来，建设家乡。“如

今，孩子们能读书，读好书，靠的是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不

能忘本。”

“哪怕是一件小事，嬷啦都要求我不但要用心做，还

要做好。”如今，格桑的大孙女格桑美宗是色务乡玛毛许

那村科技专干，主要负责乡里的党建、妇联等工作，琐碎

而又繁杂，可每项工作，她都做得很好，赢得了同事们的

一致好评。

“在校时我要好好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

预防医学人才，为健康西藏建设贡献力量。”将奶奶的

手攥在怀里，孙子米玛的眼神更加坚定。

“我上学时还没有专门的学校，如今，在西藏，修

得最结实、设施最好的是学校，能上学、上好学的梦实

现了！”打开手机，格桑开心地展示着她和孙子、孙女

在西藏大学门口拍的照片，照片上，她的笑容畅快、惬

意。“现在，农牧民的孩子上学有‘三包’，上学期间需

要的被褥学校也全部提供，甚至连牙刷、牙膏都不用

家长买，实在是太幸福了！”格桑一边给记者一张一张

翻看着孩子们上学期间获得的荣誉，一边诉说着国家

的优惠政策。

格桑家的教育喜事，反映的是西藏数十年来发生

的翻天覆地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民主改革 65 年

来，西藏的教育事业如平地起楼台，从无到有，由弱渐

强，稳步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

系，全区各族群众受教育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的生动

影像。

“能上学、上好学的梦实现了！”
—听格桑讲她家的新喜事

本报记者 王莉

叫我怎能不歌唱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

本报拉萨3月17日讯（记者 德吉

曲珍）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挪威莫尔

德站于当地时间 3月 13日举行。本次

比赛吸引了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 名选手参赛，我区 4 名运动员入选

国家队代表中国出战。

在 3 月 13 日的比赛中，我区运动

员次旦玉珍获得垂直竞速 U18 女子

组冠军，普姆阿尼获得第五名；玉珍

拉 姆 获 得 垂 直 竞 速 U20 女 子 组 季

军。在 3 月 14 日的比赛中，次旦玉珍

获得短距离 U18女子组季军。

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挪威莫尔德站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挪威莫尔德站

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区运动员获一金两铜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区运动员获一金两铜

图为在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

挪威莫尔德站比赛中，获得垂直竞

速 U18 女子组冠军的我区运动员

次旦玉珍。

自治区体育局供图

室外黄沙漫漫，室内绿意盎然。走

进位于山南市扎囊县阿扎乡的西藏戈

壁田园物联网“植物工厂”，10℃恒温

下，一排排绿色株苗探出头来。再过几

个月，一颗颗果形饱满、色泽鲜亮的圣

女果将缀满枝头。

很难想象，在这座“植物工厂”建成

之前，这里都是荒凉的戈壁荒滩。地处

雅鲁藏布江畔的阿扎乡，拥有丰富的光

热资源和闲置的戈壁荒滩等非耕地资

源。由于缺水和土地贫瘠，这里一直难

以有效开发利用。

推进生态保护、保障粮食安全和产

业升级，一直是山南市着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题中之义。2019 年，通过招商引

资，西藏戈壁田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这片戈壁滩上开疆拓土。

“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我们充

分发挥当地优势，集成生物技术、光谱

技术、数字传感、物联网等现代技术，打

造了这一片‘植物工厂’，在不依赖气象

环境、土壤条件等前提下实现农业生产

高产量、高质量、高安全性。”

西藏戈壁田园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旸介绍说，工厂占地 170

亩，拥有 54项设计、建造、设备和物联网

管控等专利和软著，还和华中农业大

学、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院

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技术攻关

和成果转化研究。

工 厂 里 ，一 直 保 留 了 一 片“ 试 错

田”。这里曾小规模地种植过许多品种

的蔬菜和瓜果，后来因耗资巨大和技术

能力受限等原因，出现了投入和产出不

成正比的情况，让技术团队一度陷入迷

茫。后来，经过多番试错，技术团队决

定以圣女果为突破口，采用无土栽培

（水培）技术，打造水培种植基地。

“ 我 们 通 过 水 肥 一 体 智 能 灌 溉

系 统 ，将 高 效 肥 料 配 方 、用 量 、滴 灌

时 间 设 定 好 ，电 脑 系 统 会 自 动 调 节

植 物 生 长 需 要 的 温 度 、湿 度 、光 照 、

二 氧 化碳和营养液等，推动果蔬专业

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据杨旸介绍，

工厂年产 2000 吨高品质富硒圣女果，

可 以 达 到 供 港 、供 澳 和 出 口 标 准 ，不

仅销往拉萨、山南，还销往广州、深圳

和长沙等地。

多 采 光 、少 用 水 ，高 技 术 、高 效

益 —— 这座“植物工厂”正实现增加产

量、提升品质、节约用水、保护环境、群

众增收等 多 重 目 标 。 随 着 产 业 链 的

不断延伸，农牧民群众的致富路也越

走越稳。

拉珍是这间“植物工厂”的厂长。

之前一直在外务工，建厂后，她从最开

始的小工做起，边干边学，勤劳上进，

2022 年当上了厂长。拉珍说，基地从

阿扎乡章达村流转了 170 亩土地，每年

为村集体增收 3 万余元。目前在工厂

稳定务工的农牧民有 23 人，全部来自

周边的章达村和阿扎村，月平均工资

5000 元左右。

昔日戈壁荒滩 今朝果蔬飘香
—扎囊县阿扎乡“植物工厂”见闻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本报通讯员 万李

22 岁的藏族姑娘丹增出生于位于藏北羌塘草

原腹地、海拔近 5000 米的尼玛县。“尼玛”在藏语中

意为“太阳”。天地苍茫，风吹云动，放牧的日子

里，她挥舞着“吾尔朵”在草木之间唱着牧歌。

在老家 800 多公里之外的山南市森布日生态

搬迁安置点，丹增还有个新家。逛街、品奶茶、做

美甲……城镇的生活让年轻姑娘找到了生活的

“小确幸”。

穿梭于新家和老家之间，是丹增生活的日常，

也是新一代高原牧民奔向幸福的足迹。

格桑花的故乡

丹增的老家，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俄

久乡马迁村，地处藏北羌塘草原腹地，海拔 4700 多

米。跟歌曲《藏北草原》唱的一样，那里蓝天白云，

草原牧场，遍地格桑花，美丽非凡。

但是，那里空气含氧量仅为内地的 40%左右，

每年超过 200 天刮 8 级以上大风，也会像歌里所唱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在一天中出现”。

2023 年末，记者在马迁村遇到独自放羊的丹

增。那天，尼玛全县出现了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

到 12 级，傍晚的气温就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尽

管丹增穿着最厚的氆氇，只有眼睛露在外面，一整

天的户外劳作还是让她浑身冰冷酸痛。“手指尖全

都冻僵了，疼得不得了。”她说。

母亲嘎宗心疼女儿，打好酥油茶，发微信让

她早点回家。4 岁的小妹妹拉姆卓玛也早早地

到 屋 外 等 候 。 但 等 一 切 都 做 好 了 ，夜 幕 早 已 笼

罩大地。

（下转第二版）

穿越草场和新镇的高原牧歌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曹槟 刘文博

本报巴宜 3 月 17 日电（记 者 王

珊 谢筱纯 通讯员 何怡）随着林芝第

二十一届桃花旅游文化节的临近，林

芝 市 旅 游 热 度 持 续 走 高 ，各 旅 行 社 、

酒店争相推出旅游线路、住宿餐饮等

多元化旅游消费活动，并迎来预订高

峰。

在南迦巴瓦旅行社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保清告诉记者，桃花节旅游产

品预订潮已经提前到来，去年底就有

人咨询，今年 2 月份已经开始接单。目

前，游客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同期。陈

保清表示，目前，旅行社正积极协调大

巴车、导游等配套资源，制定多条旅游

精品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为了迎接桃花旅游文化节，我们

不但加大了人员培训力度，还在酒店

各处布置了桃花元素。从 3 月 20 日到

4 月 10 日，酒店每天都有 60%以上的订

房率，中途有几天还是满房状态。”中

恒藏吉喜玛大酒店销售部经理蒲明霞

对记者说 。

同时，记者在走访林芝市内多家

车辆租赁公司时发现，桃花旅游文化

节期间，全市车辆租赁行业订单较去

年有所增加。巴宜区海通汽车租赁公

司总经理张瑞兵介绍说：“我们前期就

在网上加大了宣传力度，目前公司车

辆充足，以越野车居多，租车价格也与

平时基本持平，而且我们还支持林芝

租车、拉萨还车这种异地还车模式，切

实增强游客的游玩体验。”

林芝市旅游热度持续走高
住宿餐饮等迎来预订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