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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无主地收回决定》的公告
《那曲市色尼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无主地收回决定》已经

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执行。

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
2024年3月5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无主地收回决定
为了提升城市形象，优化资源配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那曲市色尼区

浙江中路圆龙宾馆对面烂尾楼国有无主土地实施收回，现将有

关事宜通告如下：

国有无主地涉及一个地块，地块位置坐标、范围： 土地面积为 3014.4072 平方米（具体收回范围见附图）。
请上述无主土地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公示之日起 15日内到
那曲市色尼区自然资源局申明权利，逾期将按无主国有土地
处置。

圆龙宾馆对面烂尾楼影像套合图

联系地址：色尼区文化中路26号
联系电话：18143861031

那曲市色尼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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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县区试点清洁能源供暖工程
项目建成后近20万名群众受益

西藏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气候严寒，许
多居民目前仍采用燃烧牛粪的方式取暖。
2023年以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

有关部门，大力推进以特许经营模式实施清
洁能源供暖工程，编制完成专项规划和试点
方案。2024年，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
各市地分别选取一个县开展试点建设，分别
为桑珠孜区、色尼区、林周县、曲松县、工布江
达县、贡觉县、措勤县，并计划3月份之前完成

项目前期工作，4月份正式开工建设，在2024
年采暖期前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有
近20万名群众受益。

据了解，目前我区正在实施的县城供暖
项目有 10 个，高海拔城镇供暖面积达 3192
万平方米，覆盖约70万人口，占全区总人口
的20%。

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2023年至2024年，全区共下达8.96亿元
补贴资金支持供暖运行。2023年落实市地供
暖运维补贴资金4.48亿元；2024年年初预算
安排市地供暖运维补贴资金5亿元，目前已下
达4.48亿元。其中，拉萨市补贴1个点位9500
万元、日喀则市补贴3个点位1200万元、那曲
市补贴12个点位1.558亿元、阿里地区补贴7
个点位1.69亿元、山南市补贴2个点位600万
元、昌都市补贴1个点位800万元、林芝市补
贴1个点位300万元。

高海拔供暖长达7个月
助力干部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但走进隆子县聂雄

小区住户李先生的家中，却感觉温暖如春。
李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在2023年10月份左右

开始集中供暖。在此之前，一家人都是采用
电暖气取暖，空气干燥不说，电费也比较贵。

“小孩在家的时候，电暖气要一直开着，每个
月都要交两三千元的电费，有时候遇见停电，
连取暖都费劲，而且电暖气连续24小时工作
也比较危险。”李先生说，“不过现在好了，家
里和单位都提供了集中供暖，老人小孩再也
不用怕冷了。”

据了解，隆子县集中供暖工程于2023年5
月开工建设，10月15日完成主体施工并开始试
运行，11月1日正式供暖。隆子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副局长罗占介绍，隆子县县城整体采用
水暖方式集中供暖，供暖范围包括县城所有机
关事业单位、学校、周转房、公租房、廉租房等，
以及周边两个乡一个镇。“项目建成后，全县的
供暖时间为10月1日至次年5月1日，长达7个
月，将更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扎根高原、安居
乐业，促进隆子县高质量发展。”罗占说。

从燃烧牛粪、电暖气取暖到清洁能源集
中供暖，取暖方式的几度变迁，是西藏各族群
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生动体现。实施清洁
能源供暖工程，是我区关心干部群众生活质
量和身体健康的具体行动，更是为广大干部
群众办的一件大实事、大好事。

我区大力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
7县区试点工程建成后，将有近20万名群众受益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平均海拔4000米，冬季最低气温达-20℃左右。冬季取暖问题一直是大
家关注的话题。随着全区高海拔地区供暖工作的推进，2023年入冬后，不管是周转房、学校，还
是书店、电影院……隆子县处处暖意融融。近年来，我区先后投资283亿元，在全区3个地级市、
22个县城和部分乡镇建成集中供暖设施。 记者 黄帆

2月初，本报新春走基层采访组来到山南
市措美县扎西旺姆和刘源的家。此时太阳刚
升起，屋外寒意袭人，屋里扎西旺姆刚做好一
壶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来缓解这股寒意。“旺
姆，酥油茶做好了吗？那我们准备吃早餐
哈。”丈夫刘源从客厅闻着香味走了过来。一
家三口，坐在阳光房里开始享用早餐。

结婚10余年，夫妻俩孕育了两个可爱的
孩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温暖生活，也孕育了
民族团结之花。如今，他们的故事，也在哲古
大草原上被传为佳话。

2009年，在措美县后勤服务中心当厨师的
四川青年刘源认识了扎西旺姆。双方在平时
的接触中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两个年
轻人的心越走越近。不久后，他们便有了组建
家庭的想法，但却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

当父母的都希望儿女能遇到可以托付终
身的人。扎西旺姆的父母并不了解刘源的为
人，怕女儿上当受骗，不让他们交往；而刘源
的父母则担心儿子找个远在西藏的姑娘，双
方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怕以
后相处困难。

可是刘源认定扎西旺姆是个好姑娘，非

扎西旺姆不娶的坚定态度，不仅打动了扎西
旺姆的家人，也打动了远在四川老家的父
母。为了让心爱的姑娘安心，刘源决定把家
安在措美，在这片美丽的哲古草原上，和自己
心爱的姑娘创造属于两人的幸福。

不久后，在家人的祝福中，他们俩如愿结
婚。在相互扶持中，这对年轻夫妻的日子过
得越来越舒心。两人在措美县开了一家小餐
厅，刘源做厨师，扎西旺姆负责管账，餐馆经
营得有声有色。

随着大儿子的出生，刘源对妻子更是疼
爱有加。扎西旺姆在坐月子时，刘源每天都
会变着花样给她补身体。“坐月子时，老公非
常注意我的饮食，我身体恢复得很快。”扎西
旺姆说。

大儿子出生后，爷爷奶奶对孙子视如掌
上明珠，经常会来措美县看望。为了让远在
四川的公婆有个念想，大儿子3岁的时候，夫
妻俩决定把他送到老人身边。“丈夫为了我，
离开父母留在了措美，所以，虽然我心里万般
不舍，但还是决定把儿子送到他的爷爷奶奶
身边，让两位老人身边也有个伴。”同样，考虑
到岳母年纪大了，生活上难免会不方便，刘源

便把她接来身边，一起生活。
经过多年的打拼，夫妻俩在措美县购置

了一套两层的藏式楼房，生活越来越好。不
久后，小儿子的出生更是为家里增添了幸福
感，日子也更有盼头了。

每年春节，刘源和妻子都会回到四川看
望父母。“回家之后，她什么活都抢着干，对我
父母也好，和我的亲戚朋友也都相处得很
好。”说起媳妇，刘源忍不住地夸赞。

自结婚到现在，刘源有个好习惯，那就是不
管什么事都要回家跟妻子商量，只要妻子觉得
不行，刘源都会尊重妻子的想法。结婚不只是
搭伙过日子，还是精神交流，是相互吸引和欣赏
的过程。“结婚这么多年，我们始终相互尊重，欣
赏彼此的优点，这样才能不断尝到幸福的滋味，
才会配得上当初的满眼欢喜。”刘源说。

多年来，夫妻俩的恩爱和努力也赢得了
邻里的夸赞。2019年 12月，刘源被评为山南
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刘源教会了我们
如何克服困难，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而
他们夫妻俩也是彼此的曙光，互相照亮了对
方通向幸福的路……”说起刘源和扎西旺姆，
邻居这样评价道。

刘源、扎西旺姆夫妇

让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哲古草原
一对幸福的汉藏民族夫妻，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谛。他们跨越民族界

限，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在他们看来，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障碍，而是促进彼此了解和信任的
动力。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支持，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今天，和记者一起走进措美县居民
刘源和扎西旺姆的民族团结之家，感受他们的美好生活。 文/图 记者 德吉曲珍

扎西旺姆全家福。

隆子县聂雄小区居民家里的暖气片。图由西藏隆晟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