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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藏北牧民家里，一个长长的牛

粪 炉 子 摆 在 客 厅 正 中 ，提 供 着 一 年 四 季 的

能源和热量。烧开水、煮牛肉、热饭菜……

火炉就是灶台；放藏床、摆桌柜，也是围着火

炉进行陈设。吃住都在火炉边。自从用上

光伏供暖后，卧室取暖问题得到解决，家里

吃住就分开了，牧民的生活出现了从围炉而

居到围暖气片而睡的新变化——这是记者

在聂荣县尼玛乡铜龙村采访时看到的牧民

群众家居布局、生活习惯出现的可喜场景。

聂荣县平均海拔 4700 多米，气候寒冷干

燥，全年无绝对无霜期，牧民群众的生活条

件 非 常 艰 苦 ，一 年 四 季 基 本 是 靠 烧 牛 粪 取

暖、烧饭。

为充分发挥聂荣县光伏资源丰富的优

势，减少牧民生活中的碳排放，改善人居环

境 ，促 进 绿 色 循 环 发 展 ，2023 年 ，国 家 能 源

集团援藏工作组启动了“零碳”美丽乡村试

点 建 设 项 目 ，主 要 利 用 住 户 的 屋 顶 实 施 光

伏 发 电 ，配 置 化 学 储 能 和 户 间 配 电 ，形 成

“光伏+储能”模式，实现牧民群众更高效率

的电力“自发自用+供暖”，增加村居清洁能

源供应，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改善人居

环境，开创了绿色乡村社区建设的新路子。

走进铜龙村，一排排房屋整齐明亮，家

家户户的房顶都分布着光伏太阳板，颇具现

代气息。有的家门口停放着汽车，有的停放

着电动车，一根根电线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

活的电力能源。

“零碳”美丽乡村建设有哪些做法？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 ，铜 龙 村 主 要 采 取“ 光

伏＋村集体经济＋特色旅游”的方式，让村

里群众用上了清洁能源，发展了特色产业，

实现了绿色发展，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

活。

通过户用光伏解决牧户家庭用电，有效

节省了电费和燃料费用，改善了高原人居环

境。利用铜龙村 40 户牧户的屋顶实施户用

光伏发电，配置化学储能，每天可输出 2000

多度清洁电，基本满足牧户日常生活、取暖

用电需求，实现牧民群众电力“自发自用”+

“供热供暖”运行，解决了村居清洁能源供应

问题。以前冬季取暖，一户牧民一个冬天要

烧掉 18 垛牛粪，睡觉只能一家人围着牛粪炉

子，现在通过光伏电取暖，可以各自回到房

间睡觉，家里也干净整洁多了。

打 造 特 色 村 集 体 经 济 ，促 进 村 集 体 经

济 绿 色 循 环 发 展 。“ 零 碳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充

分 发 挥 铜 龙 村 周 边 地 热 资 源 丰 富 的 优 势 ，

依 托 其 靠 近 那 曲 市 区 的 独 特 地 理 位 置 ，完

善 文 旅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打 造 温 泉 旅 游 康 养

基地，解决了铜龙村牧民就业和收入问题，

拉动地区经济发展。铜龙村玉泽温泉是那

曲市首个获批的自治区级旅游康养示范基

地，2023 年铜龙村温泉旅游产业收入 402 万

元，光伏发电每年可为旅游产业发电 70 余

万度，节省运营电费 30 余万元。

深化拓展“光伏+旅游”，有效促进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随着铜龙村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壮大，温泉旅游产业解决了当地 16 名大

学 生 就 业 ，间 接 带 动 100 户 471 人 就 业 。

2023 年底村集体经济为当地牧户分红 65 万

元。

聂 荣 县 委 副 书 记 、国 家 能 源 集 团 援 藏

工作组组长白明介绍，今年，国家能源集团

将 继 续 实 施“ 零 碳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项 目 ，在

已 完 成 投 资 300 万 元 居 民 屋 顶 光 伏 的 基 础

上 ，继 续 投 资 近 700 万 元 建 设 地 热 文 旅 项

目 及 配 套 供 电 光 伏，该项目总投资近千万

元 。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实 现 牧 民 群 众 电 力“ 自

发自用+供暖+助力地热文旅产业”的运行

模式，牧民群众可在家门口就业，清洁能源

供 电 增 强 地 热 文 旅 产 业 盈 利 能 力 ，开 创 绿

色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压题图片：聂荣县尼玛乡铜龙村一角。

建设建设““零碳零碳””乡村乡村 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国家能源集团援助聂荣乡村振兴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 通讯员 刘志雄）近日，昌都市

委党校全校教师和在校主体班学员与远在几千公里外的

福建干部，共同聆听由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教授在“新福

建大讲堂”所作的《目标与挑战——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报告。

黄卫平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了新质生产力在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带给学员

耳目一新的感觉和更多的思考。

据了解，“新福建大讲堂”是福建省持续打造的干部

教 育 培 训 品 牌 ，本 期“ 新 福 建 大 讲 堂 ”由 福 建 省 委 组 织

部、福建省委党校主办，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福

建省委党校全体主体班学员在校学习，福建全省干部在

线上同步扫码学习，同时线上同步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

放学习。福建省委党校援藏老师郑益群把这堂精彩的

直播课带给受援单位昌都市委党校，校领导高度重视，

组织全校教师和在校主体班学员与福建干部千里同频，

同上一堂课。

闽藏干部同上一堂专题课的首次尝试，是福建援藏

工作的新举措，得到了福建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也是

深化福建省委党校与昌都市委党校携手共建、资源共享

和教学联动的又一创新实践，受到昌都市委党校老师和

学员的好评。

据悉，“新福建大讲堂”拟一个月开展一期，闽藏干部

同上一堂课的模式将常态化开展，并向昌都市各县（区）

委党校推广。

本报巴宜电（记 者 谢筱纯 王珊）近日，记者 从 西 藏

林 芝 农 垦 嘎 玛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了 解 到 ，在 广 东 省 第 十 批

援 藏 工 作 队 的 推 动 下 ，其 高 原 渔 业 基 地 迎 来 崭 新 发 展

机 遇 期 ，预 计 2024 年 基 地 将 生 产 鱼、虾 20 多 万 斤 ，产 值

300 多万元。

探索发展高原渔业，是广东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推

进实施产业技术支援、助力林芝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依托米林优质的水资源和太阳能资源，结合广东丰富的

渔业种质资源和先进的养殖技术，紧抓“保温养殖”这个

核心，积极探索适合林芝本地的养殖品种和可复制、易

推广的渔业养殖模式，加快推动从技术、模式、品种探索

向产业化方向探索转变。

为加快推动高原渔业技术发展，在广东省第十批援

藏工作队米林市工作组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珠海

市农发中心把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尖塘鳢工厂化外循环

水生态养殖方法”无偿交由援藏干部在林芝市实施，利

用该项技术，养殖系统耗能降低 70%以上，养殖性能大幅

度提高，并因此获得林芝市农业农村局专项资金支持。

广东援藏助推林芝渔业高质量发展
预计今年高原渔业基地将生产

鱼、虾20多万斤，产值300多万元

依托“新福建大讲堂”

闽藏干部同上一堂课将常态化

“站在西藏知名的土豆产区南木林

县艾玛乡，看到湘河水利枢纽带来的灌

溉水，让沿河两岸曾经散乱的荒地变成

规 整 的 农 田 ，土 豆 花 随 风 摇 曳 ，绽 放 在

大片绿油油的秧苗上。”离藏前，亲眼见

到自己为之奋战数年的工程，从规划编

制到效益发挥，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和改变，“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

这份浪漫与情怀，来自近日荣获第

四届“最美水利人”个人奖的海河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副局长程兵峰。“我相信这份

荣誉是对援藏、援疆等支边群体扎实付

出的认可，作为其中的一员，唯有用加倍

的努力来回报。”

援藏九年，只为把事情持续做好

援藏归来，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你

为什么要待九年？

援 藏 一 期 为 3 年 ，从 2013 年 7 月 至

2022 年 7 月，程兵峰连续参加中组部第七

批、第八批和第九批援藏工作，是目前为

止参加援藏工作时间最长的水利干部。

他的回答朴素而真挚：“当有足够的

时间和平台能做成一件事的时候，肯定

希望把事情做好、做到底。”

规划逐步落实、工程推进实施、民生

实 事 落 地 见 效 ，在 一 个 个 填 空 白 、打 基

础、利长远、惠民生的项目由蓝图变为现

实的进程中，程兵峰的援藏时间延长了

三 年 又 三 年 ，“ 就 像 自 己 的 孩 子 刚 刚 出

生，总要陪他走一段路程。”

九年间，程兵峰走遍了西藏 74 个县

区中的 69 个县区，主要负责并组织编制

了西藏自治区 45 条重点河流流域综合规

划，全部获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

编 制 和 批 复 河 流 流 域 综 合 规 划 数 量 最

多；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他参与完成了

《西藏自治区用水定额》编制并由西藏自

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填补了全国最

后一个省区无用水定额的空白；他还负

责并顺利推进了湘河等 7 项重大水利工

程前期工作和 9 座中型水库前期工作、

计 划 管 理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综 合 管

理等多方面工作。

2017 年 12 月 22 日，作为 172 项重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 的 湘 河 水 利 枢 纽 开 工 建

设 ，也 是 西 藏“ 十 三 五 ”重 点 工 程 之 一 ；

已纳入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的帕孜水利

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于 2021 年 12 月获

得国家发展改革委立项批复，这是西藏

水 利“ 十 四 五 ”规 划 第 一 个 落 地 的 重 大

水利工程……，一个个民生工程记录着

程 兵 峰 为 西 藏 水 利 事 业 改 革 发 展 作出

的突出贡献，也记录着他无悔奋战的援

藏时光。

九年间，程兵峰从水文工作者成长

为各项业务综合发展的“多面手”，收获

诸多荣誉。2014 年，参加的水利部第十

二期援藏工作组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16 年、2019

年，两次被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表彰为

“优秀援藏干部”；2022 年，被西藏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记个人三等功；继 2021 年荣

获提名奖后，又于 2024 年 1 月，当选第四

届“最美水利人”。

九年青春献高原，他舍弃了“小家”的

团圆。突发重病的父亲、独自住院手术的

妻子、被幼儿园老师误以为“单亲家庭”的

孩子……无数个缺席的瞬间让他心中愧

疚，也对家人的理解支持充满感激。

“这些事几乎会发生在每一位援藏

干部和在藏工作的水利人身上。西藏太

需要水利的支撑，踏上高原，我就得全力

以赴。”程兵峰动情地说。

生死时刻，领悟一往无前的力量

一场事故，对程兵峰产生了深远影

响 。 2020 年 5 月，在从日喀则市调研返回

拉萨的途中，程兵峰被一块 20 厘米见方、

棱角分明的滚石击晕在车上。造成颧骨粉

碎性骨折。

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让程兵峰对

生命的短暂与可贵有了更深的感悟：“任

何事能现在做就别等到明天。”原本就繁

忙的工作节奏，他又开启了加速模式。提

早谋划、排除干扰、抵制诱惑，用更积极的

心态把一件件事专注干到底。

为了做好规划项目筛查，他曾经在

一个月内跑遍阿里地区 7 个县的各个乡

镇，认真调研农牧民群众有需求的每一

个水利项目，推进西藏水利“十三五”规

划在全区所有行业中第一个获得政府批

复；为了做好审批权限下放后前期工作

监管督查，他在半个月里跑遍了日喀则

市 18 个县区，检查了 50 多个工程项目的

前期工作，为水利行业“放管服”工作打

牢基础；他还曾深入昌都市“三岩”片区

访贫问苦，为当地农牧民群众脱贫攻坚

出谋划策，策划的水利工程全部纳入相

关规划并顺利实施。

九年的援藏经历，程兵峰对这片土

地和水利事业的爱也更加深沉。他坦言

自己也在广阔、纯净的雪域高原上，变得

更为简单、纯粹，为了心中拟定的目标一

往无前。

践行初心，刻不容缓创一流

援藏工作结束后，程兵峰带着如磐

的初心和援藏工作打下的独特烙印，带

着争分夺秒干工作的拼劲儿，投身海委

水文事业。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后，

他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开展专题调研，于

2023 年 8 月向水利部提交了海河流域雨

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实施方案，为

“海河流域水文现代化建设建什么”提供

科学依据和有力保障。

水利部出台《关于推进水利工程配

套水文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后，程兵峰

带领团队开展流域水文站网调查，结合

各测站提档升级建设和业务工作实际，

从站网布设、要素安排、设施建设、仪器

选取、数据传输、平台建设等水文基础设

施建设全过程考量，提出了由 7 项内容和

25 项指标组成的、符合海河流域实际的

水文测站现代化建设的技术标准，并最

终形成了《海河流域现代化水文技术指

南（试行）》文件，为“海河流域水文现代

化建设怎么建”提供指导。

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

他至今还牵挂着西藏水利的发展，惦记着

他去做义工的拉萨彩泉福利特殊学校和

亲切称他为“程爸爸”的孩子们。得知他

协调推进的西藏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事务

中心于 2023 年 11 月成立，他倍感欣慰。

对程兵峰而言，雪域高原的难忘经历和满

满收获是他最大的财富，而“最美水利人”

这份荣誉也属于全体水利援藏干部，镌刻

着他们的艰辛和不易，奉献和坚守。

“作为新时代的水利人，能见证和参

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何其有幸。我将始

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定方向，把个人融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去，用奋

斗和才干贡献自己的力量。”

无悔青春凌云志 “三生三世”高原情
——记第四届“最美水利人”程兵峰

席晶 陈静

今年 3 月，一场“青春放歌在高原”的个

人音乐会在拉萨市青塘音乐中心举行，博士

服务团成员颜廷学与助演嘉宾们携手演绎

了包括《唐古拉风》《卓玛》在内的 14 首经典

曲目，悠扬的旋律、深情的歌声将雪域高原

的神秘与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们呈

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期望通过举办这场音乐会，能够让更

多的人走近西藏音乐，感受其独特魅力，同

时为推动西藏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颜廷学告诉记者。

2023 年 2 月，颜廷学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的一

名青年教师、副教授，经组织推选成为中组

部、团中央第 23 批赴藏博士团的一员，担任

区党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初到高原，尽管身体尚未完全适应高原

环境，但面对我区组团参展深圳文博会的紧

张筹备工作，颜廷学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满腔

的热情，迅速融入了新的工作角色。

除参与场馆设计、展示内容、展品组织、

人员组织等核心工作，结合自身在导演领域

的经验和独特的艺术视角，颜廷学提出并主

导策划了一台以“文博天下 情漫高原”为主

题西藏歌舞专场演出，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活动场场座无虚席，受到深圳市相关单位、

文博会参展团、深圳当地市民的欢迎。作为

深圳文博会西藏展团参展历史上首次举办

的配套活动，此次演出有效地提升了展馆内

的吸引力，并在展馆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

注，扩大了西藏展团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

得以领略和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更像是一位文化使者，开启的是一场文化筑梦的旅程，与大

家并肩作战，共同为西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注入智慧与活力。”在

藏服务期间，颜廷学认真完成全区文化产业调研、文产专项评审、推

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我区落地落实等重点工作。与此同时，他

积极推动校部合作共建、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研学、文化产业智库

建设、艺术援藏等创新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文化品牌创建、艺术

项目创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忙碌的工作之余，他还致力于科研工

作，为推动西藏艺术教育、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科研成果转化贡献自己

的力量。

在延期申请中，颜廷学表达了对西藏的深厚情感和对艺术的

执着热爱，成为第 24 批赴藏博士服务团的一员。他说：“仍有众

多设想的工作尚待完成，我要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特长，为西

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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