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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低碳示范
完成西藏首单碳汇交易

据了解，近年来，阿里地区坚持绿色低碳
示范，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编制实施《阿
里地区可再生能源整体规划报告2022年—
2035年》，中广核阿里雪域高原“零碳”光储
热电示范项目新增装机2万千瓦并投产上
网，建成投产拉果错盐湖提锂一期1万千瓦光
储供能项目，新建太阳能保供项目4个，储备
绿色工业供能项目2个，阿里地区建成和在
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35.7万千瓦、同比增长
90.9%。

同时，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开展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行动，申请注册

“地球第三极”阿里子品牌“象雄古韵”，完成
日土县、噶尔县、革吉县、措勤县四县7个绒
山羊产业集群建设，培育野血牦牛7441头。
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冈仁波齐-玛旁雍错国
家级5A景区创建完成初评，古格王国都城遗
址完成4A级景区创建。积极开展“冬游西
藏”“畅游阿里”等活动，鼓励农牧民群众从事
乡村旅游业，促进群众增收。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李小兵表示，阿里地区在推进“双碳”目
标实现时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和实践，完成
了西藏首单碳汇交易。据了解，阿里地区
草原碳汇开发项目是将已实施的草原生态
保护和修复类型的项目，开发为国际核证
碳标准（VCS）项目，目前，该项目覆盖措勤、
改则、革吉、噶尔、日土、普兰和札达 7 个
县，项目面积为 560 万亩。2023 年 7 月 18
日，阿里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西北调查规划院与环保桥（上海）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西藏首单林草碳汇交
易签约仪式，交易碳汇量5万吨、交易金额
130万元，所得收益将全部投入到退化草原
保护与修复中。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自然保护体系不断健全

阿里地区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不断强化
国土空间管控，统筹划定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面积分别达
到6.45万亩、19.05万平方千米和29.07平方千
米。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据悉，
阿里地区于2020年成功创建为第四批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措勤、噶尔、日土3
县获自治区生态县命名，18个乡（镇）、78个村
（居）获自治区生态乡、生态村命名。

近年来，阿里地区坚持保护监管并重，自
然保护地体系不断健全。据了解，阿里地区
现有自然保护区15个、自然公园4个、风景名
胜区2个，总面积18.71万平方千米，占全地区
总面积的55.49%；对自然保护地管护不断加
强，目前，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内矿业权全部退
出，未新设探矿权和采矿权。同时，扎实开展

“昆仑”“清风”等专项行动，加大偷盗猎、非法
穿越自然保护区的打击力度，查处各类违法
犯罪线索83条，办结刑事案件4起。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更加凸显。
据了解，目前，阿里地区金丝野牦牛种群由原
来的220余头扩大到300余头，野牦牛种群由
原来的1.8万余头扩大到2.5万余头，藏羚羊种
群由原来的8万余只扩大到12万余只。阿里
地区还建立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累计
受理野生动物肇事保险1.36万起，赔付金额
2660万元，建立野生动物侵占草场资源补偿
机制，租赁草场面积12.49万亩，不断扩大金
丝野牦牛栖息地面积。

坚持生态为民利民
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阿里地区持续完
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和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三年来共兑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资金1.86亿元，兑现限高保底后禁牧补助和草
畜平衡奖励资金15.12亿元，并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目前已建设人居环境整治项目13个，完成
投资2.76亿元。同时，持续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建立34个行政村垃圾分类处置体
系和29个行政村垃圾收运体系，在118个行政
村设置垃圾集中收集点。创建国家乡村治理
示范县1个，国家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1个，自
治区乡村治理示范乡镇1个、示范村25个。

此外，阿里地区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
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总体保持稳定，生
态环境质量不断巩固提升，年均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均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是
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阿里地区围绕大气、水、噪声、生
物多样性、辐射、农村环境等六大领域，强化

监管能力、完善监测网络、定期开展监测。目
前，已建成常规监测网络125个，其中环境空
气监测点位8个、地表水监测点位24个、饮用
水水源地监测点位14个、环境噪声监测点位
79个。每月按时完成2个地级集中式水源地
和5个国控地表水断面的常规监测工作，每
季度完成24个区控地表水、14个县级水源
地、6个县域空气手工监测工作，实时发布阿
里地区环境质量月报、季报、年报。

下一步，阿里地区将持续正确处理好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
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
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
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新篇章。

12月15日，由拉萨市农业农村局承办的
“2023年拉萨市牦牛肉集中上市销售活动”正
式开启，该活动为期7天，共计投放48万斤牦
牛肉。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市民群众买到放心
肉，此次活动所出售的牦牛肉均产自拉萨本
地，且必须经产地检疫合格后方能进行销售。

近年来，惠民牦牛肉销售活动因实惠的
价格、良好的品质深受广大市民群众的欢
迎，同时也涉及到拉萨千家万户的“肉案
子”，其肉源、品控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重
点。12月 14日，记者来到位于拉萨市曲水
县的西藏圣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牛羊定
点屠宰厂）一探究竟。“我们公司今年承接
了7万斤的惠民牦牛肉投放任务，可以保证

投放市场的牦牛肉均为新鲜现宰。”西藏圣
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浩说，“我
们从林周县、尼木县等拉萨市周边县区精
心选购了牦牛，每头牦牛都有当地农业农
村局开具的检疫证明，确保健康。”

记者在现场看到，围栏中圈着不少待宰
的牦牛。魏浩介绍：“牦牛进厂后，我们会先
将牦牛分圈进行观察，确保没问题后再进入
屠宰通道。”记者了解到，尽管购买牦牛时相
关部门已经出具了检疫合格证明，但屠宰厂
依然会对每一头牦牛进行四环素、磺胺类药
物、氯霉素、瘦肉精药物残留检测，其中瘦肉
精包含三项检测，以确保广大市民群众购买
到高品质的放心肉。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绘就美丽阿里新画卷
——阿里地区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2月11日，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在拉萨召开“阿里地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以“阿里地区全面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努力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中争先锋，倾力绘就美丽阿里新画卷”为主题，从绿
色低碳、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健全自然保护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汇报。 记者 张琳

奔跑的藏羚羊。图由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惠民牦牛肉正式开售
一大波高品质美食抵达餐桌

12月 15日，记者来到位于拉
萨圣地天堂洲际大饭店广场西
侧的“2023 年拉萨市牦牛肉集
中上市销售活动”现场。这里有
当雄县、林周县、曲水县、达孜
区、尼木县、拉萨市净土集团公
司六个牦牛肉销售区，同时设有
墨竹工卡县藏猪销售区。活动
还未开始，便有不少市民群众在
各个销售区前排起了长队，格外
热闹。

“这里的牦牛肉36元一斤，
而市面上的其他牦牛肉要40多
元一斤，买上百斤的牦牛肉算下

来能便宜不少钱。”拉萨市民次仁
告诉记者，“我今天打算买一只牛
前腿和一只牛后腿，回家做风干
肉。如果想买现成的风干牦牛
肉，我看现场的合作社销售点也
有卖，挺方便的。”

记者注意到，活动现场除了牦
牛肉和藏猪销售区，还另外设立了
11个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和合作社
销售区，主要出售糌粑、藏蜜、风干
牦牛肉、菜籽油、辣椒酱等农副产
品。此次活动时间为12月15日至
12月21日，每天销售至17:00结束，
有需要的市民群众可前往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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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整年丰茂草场的滋养，冬季的牦牛最为肥壮，随着拉萨惠民牦牛肉活
动的到来，拉萨正式迎来冬宰月，几十万斤牦牛肉于12月15日正式开售。惠民
牦牛肉关系到无数家庭的“肉案子”，如何确保牦牛肉以最好的品质到达群众手
中？12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拉萨市曲水县的西藏圣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牛羊
定点屠宰厂）一探究竟。 文/记者 张琳 图/记者 阿旺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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