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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轰鸣、吊臂升降、车辆穿梭……

一处处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个个重大

项目建设蹄疾步稳，高歌猛进的项目建

设激活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脉动。

2 月 26 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机电

公司承建的西藏在建最大光伏项目华

能加娃光储电站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一

期交流侧额定容量为 250 兆瓦；

4 月 2 日，中国电建设计承建的西

藏八宿县 100 兆瓦保障性并网风电项

目 举 行 开 工 仪 式 ，项 目 海 拔 高 达 5300

米 ，刷 新 了 之 前 西 藏 措 美 哲 古 风 电 场

5200 米的世界海拔最高风电场纪录；

……

今年以来，全区各市地、各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届五次全会

暨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发展

必须抓项目”的理念，全力推动重点项

目建设，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开

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取得显著成效，

圆满完成了一季度攻坚行动方案中确

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开门红”，为顺

利完成年度投资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拉萨市计划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746 个，其中确定实施类项目 521 个，

涉及城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等多领域。一季度开复工项目 275 个，

预计完成投资 40 亿元以上。

阿里地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抓发展必须抓项目”的理念，紧盯

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施工进

度，全力以赴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

效。日前，记者从阿里地区发展改革委

了解到，今年阿里地区计划实施重点项

目 340 个，总投资 724.24 亿元，计划完成

投资 119.26 亿元、同比增长 13%以上。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2024 年全

区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安排重点建设

项目 187 个，计划投资 1618 亿元，一季

度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159 个，计划投

资 211.8 亿元。

1 月至 3 月，全区重点建设项目开

复工 99 个，开复工率达 71.2%，完成投

资 240 亿 元 ，超 额 完 成 28.2 亿 元 ，高 于

去年同期水平（去年 1 至 3 月完成投资

180 亿元，同比增长 33.3%)，完成一季度

计划的 113.3%，完成年度计划的 14.8%。

各行业部门各类工程建设进展顺

利。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2024 年 ，全 区 计 划 实 施 公 路 交 通 项 目

417 个。根据复工计划，截至 3 月中旬，

共有 110 个项目开复工，第二季度续建

项目将全面复工，工程建设开局良好。

我区教育系统 2024 年重点项目已

全部开复工，开复工率达 100%。今年 1

月至 3 月，我区教育系统重点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2.59 亿元，完成一季度投资计

划任务的 121.8%。另外，未列入我区教

育系统 2024 年重点建设项目的 202 个项

目中完成投资 0.52 亿元。一季度，我区

教育系统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11亿元。

与此同时，旅游文化、绿色工业、高

原农牧业及生物、其他社会事业、教育、

农 村 基 础 设 施、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等 15

个行业领域均超额完成计划。

据介绍，一季度投资计划中清洁能

源 类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总 量 最 高 ，达 到 了

105.9 亿元，其次是交通、绿色工业类项

目，分别完成投资 51.7 亿元、15.3 亿元。

接 下 来 ，为 保 障 全 年 全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项 指 标 顺 利 完 成 ，自 治 区 发

展 改 革 委 将 根 据 自 治 区 有 关 要 求 ，按

照“有进有出、有增有减”原则，及时制

订印发二季度全区重点项目建设行动

方 案 ，进 一 步 细 化 任 务 、明 确 责 任 ，全

面 推 动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有 关 决 策 部

署落实落地。

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介 绍 说 ，将 积 极 协 调 相 关 部 门 和 市

（地)、县（区、市），明确提出项目前期工

作推进时间节点和深度要求，加快推进

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前期要求高、

周期长、难度大的项目前期工作，要求

项目前置审批部门开通绿色通道，抓紧

解决部门制度卡点、堵点，确保各类项

目高质高效完成审批要件。要求凡是

资金到位的项目，要加快资金拨付，抓

紧开工建设。经信部门、住建部门将密

切关注水泥、钢材等供需情况，及时组

织货源，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自

然资源部门将强化服务，靠前指导，按

程序尽快审批全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

需求。

各地各部门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在确保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细化任务、明确节

点，强化责任、狠抓进度，持续深化全区

重点项目和包保重大项目调度，尽快形

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我区各地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节点，强化责任、狠抓进度—

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蹄疾步稳落实落地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本报扎囊电（记者 武沛涛 通讯

员 万李）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山南市

扎囊县阿扎乡的西藏绿之源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温室大棚内，只见

敞 亮 的 玻 璃 温 室 内 ，芦 笋 、菠 菜 、香

菜 、西 瓜 、蜜 瓜 等 有 机 蔬 果 长 势 喜

人。工人们有条不紊地采摘、分拣、

整理、包装、冷藏、装箱，这些有机蔬

果将从拉萨贡嘎机场运往区外，走上

长沙市民的餐桌。

因阿扎乡拥有丰富的光热资源

和大量开阔且未经工业污染的戈壁

荒滩，其处在泽贡高速的必经之地，

距离机场、拉萨和山南等地都具有良

好的交通区位优势。2019 年 8 月，西

藏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

扎囊县委、县政府与湖南省援藏工作

队的帮助下，在阿扎乡 3700 亩沙荒地

上开疆拓土，并将光、热、水、肥、土壤

等一系列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走

出了一条节地、节水、高效循环的戈

壁生态农业发展路子。

经过多年的努力，曾经荒凉贫瘠

的荒漠戈壁，如今成为了群众的“菜

篮子”“钱袋子”，农业持续发展的聚

宝盆。风沙肆虐、人畜避之不及的沙

漠天堑，现已成为蔬果琳琅满目、充

满现代科技气息的生机绿地。

扎囊县阿扎乡

科技助农荒漠变身致富地

近年来，华能雅江公司“三色帆·格

桑花”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山南市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各项

工作，该公司先后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奖等荣誉

35 项，成为山南市富有特色的志愿服务

品牌。目前，志愿服务队已发展队员达

150名，他们像一朵朵“格桑花”在雅砻大

地争相绽放，用行动践行着建设幸福美丽

西藏的青春梦想。

2007 年，华能雅江公司“三色帆·格

桑花”志愿者服务队在加查县玛罗村开展

入户调研，了解到该村道路条件差、饮水

不便，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情况。

得知这一情况，志愿者及时将群众

的困难和需求汇总整理，并形成报告向公

司进行了汇报。根据群众期盼和帮扶建

议，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随即组

织开展实地调研，投入 180余万元帮助玛

罗村修建了一条 490米的混凝土路，以及

长约 6000 米的饮水惠民工程，彻底解决

了困扰该村 96 户 300 余名群众多年的交

通难、饮水难问题。

在施工过程中，公司还通过“传帮

带”的方式，雇佣当地群众参与公路和水

渠修建。回想当年的务工经历，当地村民

格桑说：“华能雅江公司和他们的志愿者

不仅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参与修公路

和水渠的过程让我们掌握了技能，现在我

也走出了村子，哪里有工地我就跟着去，

家里也变得富裕了！”如今，这条路被当地

群众亲切地称作“华能路”，这也成为“企

地联动、共奔小康”的暖心工程。

2023 年 12 月 18 日，村民红昌敲开了

当时正在承担驻村工作的“三色帆·格桑

花”志愿者沙买朝的房门。“我手机里面

的一万元，被小孩打游戏花掉了，这可是

我三个月打工赚来的，我该怎么办啊？”

感受到红昌的焦急，沙买朝请他坐下，安

抚红昌及孩子的情绪，了解详细情况，查

看了手机转账、消费记录，并联系三家游

戏公司和短视频平台，掌握事件的基本

情况。

为帮村民将钱及时追回，沙买朝等

志愿服务者先后与三家游戏公司、短视频

平台通话时间长达 4个小时，填写证明文

件 9 页，起草多份佐证资料，整理消费记

录 8页，拍摄佐证视频 8个，提供其他证明

材料 10 份，帮助红昌追回未成年人不良

网络消费 8634.6元，除游戏消费的 300多

元外，其余网络充值资金全部退还至村民

的银行卡。

志愿者们还把此次事件作为负面案

例，公司各驻村队员向群众宣讲游戏诈

骗套路、虚拟消费诈骗 16场次，教育引导

群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样的宣讲对

我们文化水平相对低的农牧区太需要

了，以后给孩子玩手机可不能任性，辛苦

挣来的钱就这么‘凭空消失’可就冤了！”

听完宣讲后的群众纷纷议论道。

2023 年 10 月本是青稞归仓、梨子出

售的丰收时节，但却愁坏了加查县共康村

的 5户搬迁户。

因正处在搬迁时节，家中又缺少劳

动力，眼瞅着辛苦了一年的果实，就要坏

在田里的时候，村民格桑想到了华能雅江

公司“三色帆·格桑花”志愿者服务队。了

解到群众的困难后，华能雅江公司“三色

帆·格桑花”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阮老决

定：决不能让果实坏在田里！

阮老主动对接村“两委”，组织志愿

者 12名人员，前往共康村利用三天时间，

帮助群众收割青稞、采摘梨子，确保群众

的辛勤劳动粒粒归仓。“乡村振兴正当时，

地里的农作物可都是群众的生活底子，更

是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只要群众有

需要，我们的志愿服务一定随叫随到！”阮

老感慨道。

华能雅江公司“三色帆·格桑花”志愿者服务队：

实打实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近年来，

那曲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运输服务日益便捷，公路从“走得了”

到“走得好”，运载从“运得出”到“运得

畅”，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那曲市地处全区陆路交通“十字

路口”和大动脉的节点。如今的那曲

围绕建设战略综合交通枢纽的重大系

列工作，有效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水平，以 7 条国道、10 条省道和农村公

路组成的公路网更趋完善，全市陆路

交通大动脉地位进一步彰显作用。同

时，全国海拔最高国道 6京藏高速那曲

至拉萨段高等级公路、国道 345聂荣至

青藏交界处公路改建等重点项目按期

建成。

据了解，那曲市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网络格局不断完善，建设覆盖体系

不断加强，综合交通运输实现新跨越；

运营优化体系不断完善，运输服务水

平得到新提升；管养保障体系逐步完

善，行业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质量标

准体系进一步构建，交通脱贫攻坚圆

满收官；平安交通建设持续推进，绿色

安全交通初见成效；为加速外联内畅、

互联互通等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那曲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科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全市农村公路县、

乡、村通畅率达到县、乡 100%、村 72%，

真正实现了“县县通油路、乡乡通油

路”的目标，为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那曲市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近日，

米 林 市 供 销 社 红 太 阳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的 温 室 大 棚 里 ，工 作 人 员 正 忙 着

采摘豆角、茄子等蔬菜。

“ 我 们 这 个 种 植 基 地 里 种 有 青

椒 、西 蓝 花 、甜 瓜 等 20 余 种 蔬 菜 和

瓜 果 。”米 林 市 供 销 社 红 太 阳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工 作 人 员 杨 忠 芳 介 绍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以“ 政 府 产 业 规 划 主

导+平台企业订单管理+合作社（农

户）分 类 种（养）殖 ”三 位 一 体 的 规

模 化 、集 约 化 服 务 保 障 为 效 益 基

础 。 同 时 ，充 分 挖 掘 调 动 本 地 种

（养）殖 业 、农 副 业 、零 售 加 工 业 资

源 优 势 ，形 成 规 范 有 序 、运 行 安 全 、

全程溯源的副食品供销保障模式。

据 了 解 ，米 林 市 供 销 社 红 太 阳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共 种 植 蔬 菜 320 余

亩 ，年 产 量 50 余 吨 ，销 售 额 超 过 20

万 元 。 同 时 ，种 植 基 地 以 改 革 创 新

为 动 力 ，以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为 目 标 ，着 力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区 域 布 局 ，转 变 种（养）

殖 生 产 方 式 和 增 长 方 式 ，促 进 发 展

现 代 种（养）殖 业 ，充 分 调 动 农 牧 民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 性 ，

增 强 农 牧 民 走 好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的

信心。

米林市

发展蔬菜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西藏尚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是西藏首家生产高原多功能系列炊具的企业，公

司自成立以来，坚持安全第一，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各项安全

措施，努力构建特色鲜明、技术先进、品牌突出的现代化炊具产业体系，着力提升

高原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

左图：一位工人正在包装产品。

上图：生产线上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小
炊
具

大
民
生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

近 日 ，白 朗 县 各 温 室 大 棚 内 生 机 勃

勃、绿意盎然，白朗县专职蔬菜技术

服务队伍技术员走进大棚，手把手指

导群众开展生产。

据了解，白朗县专职蔬菜技术服

务队伍自 2023 年 12 月成立以来，采

取包乡（镇）蹲点指导服务模式，常常

走村进棚服务群众，手把手指导服务

蔬菜合作社、农民种植户 300 余次，

开展集中培训 8 场次、参训群众 350

余人次，解决群众种植难题 20 余个，

引进推广新型果蔬 8 种，指导各乡镇

育苗 8 万余株，积极从山东省寿光市

协调种苗、施用肥等农资。编订了汉

藏双语《高原果蔬栽培技术和病虫诊

断》，有效解决了群众技术不足的后

顾之忧。

经过技术队伍的精心指导，各蔬

菜种植乡镇的果蔬标准化种植水平

进一步提升，品种布局进一步优化，

各类果蔬的产量也不断提高，极大地

提振了群众的种植信心，群众种菜收

入实现逐步攀升，越来越多的群众投

入大棚种植当中。

白朗县专职蔬菜技术服务队伍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全县

蔬菜种植能手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

全覆盖培训，力争在今年内培养出一

批靠得住、留得下、技术过硬的本土

种植能手，切实把技术留下来、把产

量和品质搞上去。”

白朗县

技术服务进大棚 科学种植助增收

图为大棚内，员工展示新鲜的有机芦笋。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