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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
国”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近
年来，西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
西藏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生态
文明示范的省份，美丽西藏生态底色愈
发鲜明靓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从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对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各项工作进行了明
确部署。”山南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
局长旺庆表示，西藏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让西藏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是我们在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中必须扛牢的生态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

旺庆介绍说，2023年，山南市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9.5%，主要江河湖泊
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环境质量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土壤环境安全稳定。同时，加快推
进“无废城市”建设，鼓励引导“无废学校”

“无废工厂”“无废社区”等“无废城市细
胞”建设，全市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
果得到进一步巩固。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任务目
标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部署的重要一年。”旺庆表示，
山南市生态环境系统将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
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锚定美丽中国、美
丽山南建设目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持续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奋力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决心和鲜明的政策导向。”阿
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小
兵介绍说，近年来，阿里地区深入贯彻落
实《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
截至2023年底，三年来累计防沙治沙面
积 24 万亩，人工造林 0.49 万亩、818.4 万
株，森林抚育0.75万亩。同时，稳妥推进
重点行业碳排放达峰行动，积极参与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活动，2023年与环保桥（上
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完成西藏首单碳汇
交易，交易碳汇量5万吨、金额达 13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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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兵认
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

要持之以恒地保持力度。“下一步，阿里地
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持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巩固提升
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成果。”李
小兵说。

那曲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牛牧表示，李
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总
体要求和大政策。一组组数据振奋人心，
一项项任务掷地有声，作为一名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者，牛牧倍感骄傲和自豪，也倍
增动力和信心。“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是

‘国之大者’，那曲市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学习运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经
验做法，将生态环境保护贯穿美丽乡村建
设始终，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基点和民
生福祉，实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
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西藏日报记者 丹增平措 洛桑旦增 万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中国。认真聆听政府工作报
告后，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一致表示，将进一步树牢“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凝心聚力、奋力攻坚，以实际行
动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
山，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贡献西藏力量。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一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坚决扛起为中华民族生存和
发展作贡献的政治责任，以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为统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
化环境综合治理，促进全区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稳定向好。

“2023年以来，昌都市坚决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制度，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加快构建藏东生态安全屏障。”全国人
大代表、昌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庆伍介
绍，昌都市在污染防治方面，扎实推进城
区生活垃圾、污水处置设施建设，11个县
（区）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全市垃圾处理
率达到99.57%，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
在100%。生态建设方面，编制完成全市

国土空间规划，丁青县成功创建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环境监管方面，严格实
行昌都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程序，“两高”项目持续保持“零审批”

“零引进”。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

低碳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
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今
年，我们将着眼藏东清洁能源开发基地功
能定位，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严格环境监
督，抓牢生态建设，推进生态富民，努力为
昌都副中心城市建设注入绿色基因，厚植
绿色底色、实现绿色发展。”罗庆伍表示，
尤其在推进生态富民工作中，昌都将积极
推进商超、景区等重点场所和国道318沿
线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生态+
旅游”特色乡村，培养一批林下资源“购+
销”合作社，扶持一批本地苗圃经营大户，
让更多群众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大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
所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室主任尼珍长期致
力于西藏生物多样性科学考察与研究工
作。在她看来，生物多样性作为人类社会
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

国家的战略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显
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尼珍说，“我们将在
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建设、加强监管
和执法力度等方面持续用力，为西藏着力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
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墨脱县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各项工作要求，以现代农业产业为基础
和支撑，强化特色产业结构布局，提升农牧
产品有效供给，延展产业链；以休闲农业、
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为特色，拓展茶产业功
能，创建绿色生态品牌，提升价值链，着力
打造以旅游景区为吸引核、基地园区为载
体、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支撑的田园综
合体示范区，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住藏全国政协委员、墨脱县人民法院
一级法官白玛玉珍介绍说：“以前，大家缺
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认为上山打猎、烧
山耕种才是生活出路。近年来，在政策宣
传的影响下，大家的思想观念逐步发生转
变，从过去的‘砍树人’变成了现在的‘看
树人’。如今，很多人成为了野生动物保
护员、森林守护者、地质灾害监测员等，不
仅保护了环境，还拿到了政府补贴金。”

住藏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农牧科学
院农业研究所副研究员达瓦顿珠告诉记

者：“近几年，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让
高原粮食生产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推
进。”为此，达瓦顿珠每个月都要往试验田
跑两三趟，带领团队筛选冬青稞适宜品
种，探索改良品种的耐寒性。

他说：“借助加代培育，今年我们已经
筛选出15份冬青稞新材料。其中，冬青稞
——饲草复种种植模式能实现一年两熟，
可有效提高土地和夏末秋初水热资源的
利用效率。如果能扩大复种种植面积，不
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青稞单产水
平，缓解农区饲草紧缺问题，还可以发挥
复种豆科饲草具有的生物固氮作用，改善
耕地质量，进而增加冬季植被覆盖，减少
风沙和水土流失，有效改善高原生态环
境。”

从风光秀丽的拉鲁湿地到雅江两岸
160多公里的“绿色长城”，从藏北羌塘草
原到“雪域江南”林芝……在我区各族干
部群众的努力下，西藏的生态环境持续保
持良好，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
地区之一。

新起点新作为，西藏将坚决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自觉扛起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的政治责任，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
篇章。

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篇章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西藏日报记者 史金茹 张尚华 张黎黎 旦增旺姆 张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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