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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当空，山峦跌宕起伏，蓝天、白云、

碧草、溪流相映成画，这就是美丽的日喀则。

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

责 任 在 生 态 、最 大 的 潜 力 在 生 态 。 2023

年，日喀则市林草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为 指 引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开展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聚 焦“ 四

件 大 事 ”，聚 力“ 四 个 创 建 ”“ 四 个 走 在 前

列”，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统 筹 推 进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 ，推 深 做 实 林 长 制 ，加 快 构 建 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

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完善体制机制 推进国土绿化

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植树现场，

日喀则市广大干部群众相互配合，扶正树

苗、填土培实，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

植树现场一派火热繁忙的劳动景象……

2023 年，日喀则市扛牢着力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的时代重任，以国省道沿线、沿

江一线为重点，开展集中连片系统化治理，

规模化造林种草，推进全市国土绿化工作，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全年共完成各类

营造林 35.09 万亩，占日喀则市政府计划指

标（35 万亩）的 100.3%，森林覆盖率 9.2%；草

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124.5 万亩，年度任务

完成 10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2.98%；

成功申报投资 5014.34 万元的 2024 年扎什伦

布寺后山先造后补项目，为日喀则国土增

绿，使日喀则生态底色更浓厚、乡村环境更

优美。

2023 年，日喀则市林长制组织体系基本

形成，调整充实市级副林长包联区域，健全

完善 8 项配套制度，建立“林长+检察长+警

长”协作机制和日喀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先后组织召开 6次林长办

会议，研究全市林长会议精神部署、森林督

查和草原图斑核查等林草工作重大事项，制

定《日喀则市林草局关于森林督查、草原图

斑整改攻坚行动方案》，稳步推进 45 个森林

督查案件整改和 989个草原图斑整改。

此外，日喀则市建立重点造林区域管护

责任制，制定印发《市区周边重点造林区分

片包保管护的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单位、管

护职责、完成时限等内容，确保各项工作有

人抓。目前，日喀则市设立林长 8432 名，其

中 市 级 49 名 ，县（区）级 486 名 ，乡（镇）级

1855名，村（居）级 6042名。

坚持管护并举 保障林草安全

2023 年，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大力开

展湿地保护修复工作，投资 4606万元实施多

庆措、江萨、扎日南木措等湿地保护修复项

目 6个，完成年度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在

2 月 2 日世界湿地宣传日，组织市、县两级林

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宣传活

动，营造全民参与湿地保护的浓厚氛围；开

展湿地巡护执法活动，大力打击侵占湿地违

法行为；开展城郊湿地资源调查普查，编制

完成城郊湿地保护修复规划。

同时，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加强林草地

用地要素保障，建立建设项目涉林草地清单，

优先保障扎布耶、帕孜水利枢纽和桑珠孜区12

个城区批次用地及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等

市重大项目用地，科学开展基本草原成果优化

调整。审核审批林地 335 件、面积 395.73 公

顷，审核审批草地 1526 件、面积 1426.35 公

顷。草地审批件数高于前3年总和。

此外，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扎实开展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召开 2023年今冬明春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围绕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目标，健全细化方案预案，扎

实推进火源管控、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储备

管理等工作，围绕“九进”要求深入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开展森林草原防火督导检查和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活动，上半年成功科学处

置吉隆境外火情。

提升监管能力 呵护良好生态

目前，日喀则市有 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3个国家湿地公园、3个湿地自然保护区、

2 个自治区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共 3.71

万平方公里。

2023 年，日喀则市立足呵护美丽家园，

筑牢生态安全，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去年，日喀则

市林业和草原局充实调整珠峰国家公园创

建领导小组，收集整理珠峰国家公园创建 26

大项佐证资料和 8 大项自评报告支撑材料，

筹备完成珠峰国家公园现地评估。不断提

升自然保护地管理水平，珠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顺利通过世界人与生物圈十年评估，组

建 156 人的农牧民专业管护队，完成珠峰国

家 公 园 20 个 管 护 站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前 置 手

续。制定印发《组建珠峰保护区农牧民专业

管护队实施方案》《珠峰保护区建立巡护制

度的方案》《珠峰保护区农牧民专业管护人

员管理办法（试行)》，科学规划保护区巡护

人员巡护路线及管理范围，提升保护区规范

化建设管理能力。

同时，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持续强

化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审核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设施建设 118 件，受理自然保护区科

学 考 察 28 件 ，开 展 打 击 野 生 动 植 物 违 法

2023 年“清风”行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开展密叶红豆杉、西藏润楠、长叶云杉和喜

马拉雅长叶松等野生植物种群调查和喜马

拉雅麝、塔尔羊、亚洲胡狼、喜山长尾叶猴

等野生动物种群调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成果已呈报国家林草局审核，待国务院

批复。

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还根据《西藏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益林

管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兑现补偿资金 7844

万元。核准生态岗位护林员 2.2 万余名，规

范管理冬虫夏草采挖。2023 年以来雇佣营

造林项目区域农牧民群众 14.58 万人次，增

收 4014.14 万 元 ；雇 佣 机 械 259 台 ，增 收

488.07 万 元 ；苗 木 出 售 855.97 万 株 ，增 收

1808.5 万元，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林草

力量。

日喀则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

力践行“四敢”要求，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

深做实林长制工作，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资

源管理，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贡献林草

力量。

逐绿前行，绘就最美生态底色
—日喀则市推进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一

年之计在于春。连日来，日喀则市桑

珠孜区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发扬“四敢”精神、改

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夯实农业生产

基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扎实做好春耕备

耕各项工作，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桑 珠 孜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坚 持 把

“敢”字体现在勇担新使命的政治担

当上。从严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任务的基础上，加快良种调运，有序

推进种子引进外销和精选包衣工作，

积极沟通对接兄弟县区进行种子引

销，春播用种需求 6827.7吨，已调运到

位 4334.6 吨，完成种子精选包衣 328.9

吨。压实农资保障，计划内订购 4149

吨化肥、50.89 吨常规农药，统筹整合

区市县三级颗粒商品有机肥采购资

金 679.3 万元、防抗灾资金 79.98 万元，

集中采购商品颗粒有机肥、尿素、氨

基酸、地虫杀星等常用农资 3676.3吨，

提高综合防控能力。

桑珠孜区农业农村局紧抓冬春

农闲黄金施工期，稳妥有效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工作，目前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 24.4 万亩，占比 66.5%，耕地质量

不断优化。聚焦农田水利设施灌溉

短 板 ，积 极 回 应 农 牧 民 群 众 急 难 愁

盼，建设水塘、水渠、防洪堤等设施，

解决 5.8 万亩农田灌溉困难。大力推

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工作，严格

落实西藏自治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参

保制度标准，目前辖区播种田地政府

投保率达 91%（饲草不在投保范围）、

群众投保率达 60%，切实兜住兜牢农

业生产安全底线。

桑 珠 孜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坚 持 在 为 民 服 务 中 强 指 导 、提 效

能。强化技术指导，邀请市农研中心、区综合服务中心、“土专

家”“田秀才”等专家能手，针对农业发展中常用的病虫害防

治、田间管理、水肥平衡等专业知识，累计培训农牧民群众 250

余人次。强化机械覆盖，兑现农机购置补贴 767 万元，争取乡

村振兴、援藏等资金 365.63 万元，集中采购农用机械免费发放

给辖区农机合作社和山沟村。目前，桑珠孜区农机储备达 2.57

万台（套），农机总动力近 51.67 万千瓦，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

率达 86%以上。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分级包片、定点定人”的

网格化服务模式，逐级签订科技服务目标责任书，抓实抓细抓

好春耕备耕和田间管理等关键农时节点科技服务工作，实现

科技指导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

打通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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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孔玛边

境派出所的民警正在辖区开展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工作。突然，一位快递小哥拦住

了他们：“这有你们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民警满是疑惑，因为近期并未网购。拿

过包裹，民警注意到快递单的备注：麻烦快递

小哥直接交给派出所民警，感谢去年国庆节

的帮助，家乡的一点特产以表感谢。

看到这行字，民警们恍然大悟。原来，

这份“神秘”包裹来自去年曾接受过派出所

救助的曾先生。

故事还要从去年国庆节说起。曾先生

自驾进藏旅游，因车辆油料耗尽被困在荒无

人烟的路边，但距离最近的加油站有几十公

里。在焦急无助之际，他选择了报警求助。

孔玛边境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一边通过

电话耐心安抚车上乘客情绪，一边火速赶到

现场协助曾先生购买汽油，助其脱困。

事后，曾先生一行人难掩感激之情，想

要现场写下感谢信。民警们婉言谢绝，贴心

嘱咐他们：西藏海拔高，易高原反应，要做好

预防措施，及时补充必需品，时刻注意安全

第一。若再遇困难，可拨打报警电话，随时

与派出所联系。

曾先生表示，那次相遇虽过去数月，但

每每想起，心头总是涌起一股暖流。他知

道，万家团圆背后，是民警们的默默守护。

于是，特意为坚守雪域边关的民警们寄去了

家乡特产和祝福。

“感谢去年国庆（节）的帮助！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平安顺遂。”派出所内，民警

们围在一起，读着卡片上真挚的话语，看着

满满一箱的腊肉香肠，眼眶不知不觉湿润

了……

帮助曾先生一事，只是民警们坚守岗位

的日夜里一件平凡小事，但正是这些平凡的

小事，让民警们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

认可。孔玛边境派出所在做好边境巡逻管

控和治安管理工作的同时，坚持 24小时值班

制度，第一时间为群众排忧解难，多次妥善

处理辖区车辆事故、游客求助、牲畜走丢等

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和使命。来自各族群众的肯定和支

持，更是化作移民管理警察忠诚履行卫国戍

边职责的动力。

“神秘”包裹，跨越千里，将惊喜寄到了

雪域边关，让感动长留在民警心间。再次回

归岗位的民警不再感到寒冷，因为来自人民

群众的温暖一直在陪伴着他们……

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孔玛边境派出所：

一份快递背后的暖心故事
本报通讯员 胡梦婷 本报记者 杨子彦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连日来，驻藏某部组织官兵

深入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两会决策

部署上来，提振军心士气，强化使命担当。

据 了 解 ，驻 藏 某 部 第 一 时 间 对 全 国 两 会 热 点 进 行 搜 集

整 理 ，要 求 干 部 发 挥 排 头 兵 作 用 ，在 认 真 学 习 两 会 精 神 的

基 础 上 ，将 重 点 内 容 绘 制 成 板 报 ，制 作 成 展 板 。 召 开 专 题

学 习 研 讨 会 ，为 官 兵 答 疑 解 惑 ，通 过“ 重 点 领 读 、热 点 解

析 、要 点 摘 录 ”等 方 式 ，确 保 官 兵 把 全 国 两 会 精 神 学 深 悟

透 ，入 脑 入 心 。

驻藏某部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近日，日喀则市昂仁县藏医院

以 2024 年度全民健康体检工作为契机，在亚木乡开展便民义诊

进乡村活动，免费发放价值 48000 余元的藏药品，560 余名群众

接受义诊，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活 动 中 ，医 务 人 员 免 费 把 脉 问 诊 、测 量 血 压 ，提 供 藏 医

特 色 治 疗 服 务 ，并 根 据 当 地 实 际 ，对 风 湿 病 、高 血 压 等 常 见

疾病的成因、预防和治疗进行宣讲，进一步增强大家的健康

意识，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昂仁县藏医院

负 责 人 表 示 ，下 一 步 将 始 终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生 命 至 上 ，着 力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昂仁县藏医院

开展便民义诊进乡村活动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日前，日喀则市亚东县首个村

级微型消防站——春丕村微型消防站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全

面增强村级应对火情处置能力，加快初期火灾的扑救和人员疏

散撤离，全力守护基层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针对春丕村存在的木质房屋集中、电线裸露、线路杂

乱、煤气软管老化、烟头散落等火灾安全隐患，自治区税务局驻

村工作队坚持问题导向，统筹谋划、多方咨询、反复论证，与村

“两委”谋划实施了项目建设。该消防站由村民无偿提供的房

屋改造而成，配有成套制度、人员、装备，可有效补强春丕村防

灭火体系薄弱环节。此外，驻村工作队还邀请专业消防救援力

量对消防站人员、党员群众开展线下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

练，营造人人关注消防、支持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进一

步筑牢安全“防火墙”。

亚东县

首个村级微型消防站正式投用

沃野“耕”新不负春

春到高原万象新，连日来，日喀则各地农区处处是春耕春播的繁忙景象。盛装的农

民在田野上穿梭忙碌，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壤中。

▶图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扎宗村举行传统春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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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喀则市萨迦县拉洛乡秋洛村村民开着“铁牛”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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