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亩以上
修复治理退化草原550万亩

西藏今年将新增营造林 2023年，我区生态底色越发厚实，完成营造林120万亩，
其中拉萨南北山绿化24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14万
亩。完成冰川（冰雪）、冰湖资源本底调查。全面开展矿业权
清理整顿，依法无偿收回矿业权217个。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达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
准。新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七地（市）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目标提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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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山南市隆子县流传着
一句俗话：“聂巴阿贴组。”意思是“只要你
说话，身上的沙土就会往下掉”。那时的隆
子河谷，一年里有近8个月沙尘天气。1964
年，时任隆子县新巴乡乡长的朗宗赴区外
参观学习，了解到种树能有效治沙，随后，
朗宗就带领群众试种树苗。在隆子县一代
代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半个多世纪以来，隆
子河谷筑起了一道绵延40多公里、占地7.5
万亩的“绿色屏障”。

长期以来，隆子县也一直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呵护着一方绿水青山。隆子县委书
记李宁介绍，2023年，隆子县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两山”创新
基地创建成果持续巩固，登记备案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77 个。以“林长制”
推动“林长治”，完成植树造林 7500 亩 25
万余株。

“在生态文明建设这场持久攻坚战中，
我们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可持续，
2024年，力争新增植树造林达到5600亩以
上、草原生态修复达到3万亩以上。让绿
色成为最鲜明、最美丽、最厚重的色彩。”
李宁说。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草原资源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维
护生态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维介绍，近年
来，我区稳步推进全区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工作，草原生态修复取得明显成效。记者
了解到，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开展2023年
西藏自治区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试验示范项
目，为我区退化草原治理提供治理经验和
示范样板。项目完成50000亩草地生态修
复治理试验示范任务，基建任务全部完
成，科研任务稳步推进。同时，各地试点

成效良好。初步监测结果显示，拉萨市当
雄县修复示范 1050亩，出苗率达85%，植
被盖度达 90%；那曲市色尼区修复示范
11000亩，出苗率达75%以上，植被盖度达
75%；那曲市班戈县修复示范34950亩，出
苗率达80%，植被盖度达85%；阿里地区普
兰县修复示范3000亩，出苗率达45%，植
被盖度达50%。

那曲市生态环境保护局评估中心助理
工程师蒋燕见证了那曲生态环境不断变好
的过程。她表示，2023年，那曲市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那曲
市生态文明建设。那曲市和那曲市嘉黎县
成功创建第七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首届西藏那曲“江河源”保护论坛成功
举办，五大江河源立碑保护工作全面开
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建设通过
国家阶段性成效评估；划定并严守“三区
三线”，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生态红线面积占那曲市国土面积的
53.5%；首批草地碳汇进入预售阶段；国控
断面和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空气
质量优良率99%以上。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我
区将坚持护生态固边疆，切实筑牢安全屏
障。全面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深化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继续科学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和城市庭院绿化行动，加快
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雅江中游贡嘎机场
周边及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
工程。新增营造林95万亩以上，修复治理
退化草原550万亩。积极推进“珠峰”等国
家公园建设。狠抓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加快实施冰湖灾害
监测预警。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进“无废城
市”“无废细胞”建设。抓好生态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稳步扩大国际绿证交易，不断
加快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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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经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2023年
12月18日至2024年1月10日，第二轮第一批自
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向拉萨、山南、
昌都、那曲等市反馈督察报告。反馈会由被督
察市政府主要领导主持，督察组组长通报督察
报告，被督察市党委主要领导作表态发言。

督察认为，拉萨、山南、昌都、那曲市党委、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的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创建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督察指出，4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
得了积极成效，但与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
委、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决策部署相比，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
的期盼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环境
治理攻坚力度不足、自然生态保护领域问题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彻底、重点领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到位、城乡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管理有短板等方面。
督察强调，4市要站在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
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
生态的重要意义，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协调推进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切实筑牢国家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
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

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需
要提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督察要求，拉萨、山南、昌都、那曲市党
委、政府要按照《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实施细则》要求，根据督察报告，抓紧
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自
治区党委、政府，并在方案批准后的6个月内
报送整改落实情况。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
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相关
地市党委、政府处理。

第二轮第一批西藏自治区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完成反馈工作

商报讯（记者 旦增玉珍）如今，快节奏的
生活方式让线上购物、直播间购物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青睐，这样的购物和销售方式
也同样适用于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近
年来，山南市浪卡子县以建设“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初步构建了货物
进出的双向通畅渠道，基本实现了便捷、高
效、低价的双向物流模式。

浪卡子县委副书记、县长罗云介绍，近几
年，浪卡子县不断加快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
设，积极培育本土化电商企业。2021年，浪卡
子县诚德货运部与电商项目达成合作并入驻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共同组建浪卡子县电商
物流网络并投入运营。2023年，月均收发件

量达到9000余件，年快递收发量达11万余件，
同比增长30%，快递费从每公斤20元，降低到
每公斤不超过15元，最低10元起。此外，浪卡
子县通过整合物流快递企业，引入了圆通、申
通、韵达等8家物流公司，为当地物流业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为实现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双向
物流模式，增加农牧民收入，浪卡子县打通了
山南市、拉萨市的主干道物流渠道，目前，从
山南市到浪卡子县物流时效提高到两天一趟
次，从拉萨市到浪卡子县的物流时效提高到
一天一趟次。在配送方式上，浪卡子县整合
乡镇闲散运力，通过顺路带件的形式，配送至
主干道沿线乡镇、村居服务站点内，目前可以

覆盖6个乡镇。县区范围内，快递员会在工作
日每日投递。同时根据各乡镇、村居的快递
在电商分拨中心滞留时间和数量，安排车辆
进行投递，并结合消费品下乡配送业务带走
沿线村站快递。

随着电商的普及和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建设的持续推进，浪卡子县通过两年多
的努力，快递业务量明显增多。借助便捷
的寄递渠道，本地特产外销量也在提升，农
牧民的腰包鼓了，生活水平也有了质的飞
跃。“今年自治区两会上提到，要整区推进
农村电商发展，建设空港新区冷链物流基
地，用好西藏供销集团主渠道，依托‘交邮
融合’‘邮快合作’构建城乡共同配送体

系。”罗云说，现如今，大家对于绿色食品的
追求越来越高，农产品也打破了“土货”的
标签，成为人人青睐的“香饽饽”，实现产品
上下行物流渠道双通，让农产品走出农村
是大势所趋。

浪卡子县在电商物流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效，是西藏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一个缩影。
正如罗云所说，今年自治区两会提出的加快
提升物流通达水平和配送时效，带动农产品
进城、消费品下乡，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突破千亿元等，是农村电商物流发展的重中
之重。我区将进一步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激
发有潜能的消费，让发展的预期更稳、信心更
强、活力更足。

物流先行让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
浪卡子县基本实现便捷、高效、低价的双向物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