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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水青山间铺展高质量发展画卷
—我区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潘璐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

来。”站在八月的雪域高原举目四望，碧

水蓝天风景优美，南北两山青绿无边，

古城拉萨犹如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仿佛从北宋诗人王安石的

诗中缓缓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作为国家重要

的生态安全屏障，我区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

优先、保护第一，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

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全力以赴

把西藏打造成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严守法律“红线”
守好生态“绿线”

从桃花烂漫到青青草原，从秋叶缤纷

到白雪皑皑，近年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们春到林芝赏花，冬到高原玩雪，尽情领

略西藏天蓝、水清、地绿的大好风光，纷纷

赞叹雪域高原的“颜值”比海拔还高。

西藏生态环境的“高颜值”，既得益

于“天生丽质”，更离不开“后天呵护”。

近年来，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把生态环境

保护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领域，不断完

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颁布一系列

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2021年 10月，党中央印发《青藏高原

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提出

建立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

2023年 4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我区

积极跟进，先后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西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贯彻实施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决定》，编制实施

《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等，进一步细化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的相关规定，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筑

起坚实的法治保障。

与 此 同 时 ，我 区 现 行 地 方 性 法 规

中，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数量较多、占比

较 高 。 截 至 2023 年 9 月 ，现 行 有 效 的

128 件法规中，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有 29

件，占比 23%；6 个设区的市现行有效的

65 件法规中，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有 30

件，占比 46%。特别是一些新取得立法

权的设区的市，尤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立法。如林芝市的 6件法规中，有 4件属

于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占比 67%。

此外，我区拉萨、日喀则、山南、林

芝 4 市树立“一盘棋”思想，彻底打破了

“各管各的”和“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式 ，开 展 雅 鲁 藏 布 江 保 护 立 法 协 同 工

作。这对于全力保护我国最长的高原

河流，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河流，雪

域高原“母亲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也是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立法史

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 法 律“ 红 线 ”的 有 效 守 护 下 ，据

《 西 藏 自 治 区 生 态 状 况 变 化 评 估

（2000-2020）》显示，20 年间，西藏生态

保护取得显著效益，目前仍然是世界上

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加强动物保护
共建美丽家园

“我们在山上安装了 21 个红外摄像

机 ，用 来 观 测 野 生 动 物 。 在 山 中 巡 检

时，如果遇到有动物粪便或者走过的痕

迹，大家都如获至宝，因为可以采集其

中野生动物的 DNA 样本，这将有助于

这一区域野生动物的保护。”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乃朗寺管委会负责人加措说。

2022 年，乃朗谷区域记录到了雪豹

的活动，这是拉萨市区域内首次雪豹影

像记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加措

介绍，自 2021 年 11 月在该区域周边开展

野生动物调查以来，截至今年 3 月共发

现了包括雪豹、岩羊、赤狐在内的 49 种

野生动物，以及胡兀鹫、藏雪鸡等 35 种

鸟类。 （下转第二版）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是重要的

国家安全屏障，强边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赋予西藏工作的“四件大事”之一，是“国之大

者”，是必须始终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

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认真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

治藏方略，锚定奋斗目标，总结成绩经验，明确

改革任务，开辟实现路径，对我区着力创建国

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

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新部署，全区

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抓好落实。

边 境 地 区 是 国 家 安 全 屏 障 的 第 一 道 防

线，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前沿

阵地。拱卫好祖国西南边陲，是西藏义不容

辞的责任。要深刻认识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

站在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高

度，不断增强守边强边、兴边固边的责任感使

命感，把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夯实守土固边基

础，作为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的具体行动，作

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动实践，以边境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成效践行对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绝对

忠诚。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全

区上下要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屯兵

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手抓强边固

防、一手抓兴边富民，提高边境治理效能，坚

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

治边稳边机制，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完善强边

政策调整改革，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机制，

加快边境地区建设；正视边境地区基础设施

内外联通支撑能力还不够强的实际，加快补

齐边境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有序衔接，统筹交

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边境城

镇发展空间和稳边支撑能力。重大项目建设

要充分考虑国防需求，科学布局功能设施，积

极推进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基础设施军民

共建共享；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

体制机制，加大“智慧边防”建设力度，加强护

边队伍建设，深化平安边境创建，持续提高戍

边控边能力。

（下转第四版）

完
善
机
制

加
快
边
境
地
区
建
设
步
伐

—
五
论
学
习
贯
彻
自
治
区
党
委
十
届
六
次
全
会
精
神

本
报
评
论
员

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十大标志性进展成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标语口号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第二次青藏科考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江”
重 大 标 志 性 科 考 活 动 主 体 任 务 启 动

◀ 第三版 ▶

导 读

本报拉萨 8月 18 日讯（记者 晓勇

实习生 沈雨秋）18 日在拉萨举行的第二

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会上，第二次青藏

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发

布第二次青藏科考取得的以重大科学

发现和科学对策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标

志性进展成果。

姚檀栋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

既是一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一项

标志性科学工程。科考活动自 2017 年 8

月 19 日启动实施以来，已组织科考分队

2600 队次，科考人员 2.8 万人次进行了

青藏高原全域科考，取得了引领青藏高

原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形成

用得上的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报告，产生惠及社会的重要影响。在专

题亮点成果、任务重大成果综合集成基

础上，形成第二次青藏科考十大进展成

果：阐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系统性和

特殊性，全过程科学支撑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立法；阐明气候变化影响下亚洲水

塔失衡特征和影响，科技支撑水资源与

水安全战略；厘清气候变化影响下青藏

高原碳汇功能和变化特征，科技应对气

候变化并服务“双碳”目标；解析青藏高

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变化，优化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开展青藏高

原隆升过程与环境演化研究，评估国家

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的矿产资源现状与

远景；揭示青藏高原自然灾害时空规律

和成灾机制，保障川藏交通廊道等重大

工程建设和运维安全；揭示青藏高原人

类活动过程，提出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模式；融合国际组织和国际计划，为全

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

构建地球系统多圈层综合观测与预警

平台，服务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与系统治理；创造巅峰使命极高海拔

科考多项世界纪录，树立世界级原创性

科考活动标杆。

据悉，7 年来，全体科考队员遵循习

近平总书记致第二次青藏科考贺信及

系 列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聚 焦 青 藏 高 原 生

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家重大战

略 ，瞄 准 青 藏 高 原 地 球 系 统 科 学 国 际

前 沿 ，充 分 发 挥 科 考 队 国 家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建 制 化 优 势 ，持 续 开 展 覆 盖 青 藏

高原五大综合区内 19 个关键区的全域

科考，推出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碳汇

功 能 和 潜 力 、生 态 系 统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变化、人类高原适应与绿色发展、高原

隆 升 效 应 等 世 界 级 原 创 成 果 ，推 动 我

国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研究成为国际青

藏 高 原 研 究 第 一 方 阵 的 排 头 兵 。 同

时 ，服 务 水 资 源 水 安 全 、气 候 变 化 与

“双碳”目标、生态保护与流域系统治

理、川藏交通廊道、矿产资源等国家重

大战略，为守护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建 设 美 丽 的 青 藏 高 原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实现了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引领、

队伍引领、平台引领和话语引领。

雪 域 艺 韵 ，舞 动 高 原 梦
—第二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璀璨绽放

◀ 第五版 ▶

本报拉萨8月18日讯（记者 何慧忠）8

月 17日上午 9时，由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

拉萨市体育局承办的 2024 拉萨半程马拉

松在西藏自治区会展中心鸣枪开跑，来自

全国各地的约 5000名马拉松爱好者参赛。

本次半程马拉松设置了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竞速跑（10 公里）、健康跑

（5 公里）三个组别。经过激烈角逐，顿珠

次仁和旦增曲珍分别以 1 小时 12 分 57 秒

和 1 小时 25 分 18 秒的成绩冲线，双双卫冕

男、女子组半程马拉松冠军。竞速跑产生

了男女组前八名。

作为西藏自治区最大规模的马拉松

赛事，拉萨半马已成功举办四届。此外，

在 2024 拉萨半程马拉松赛上，吉祥物“亚

诺诺”正式亮相。

图为 8月 17日，参赛选手从起点出发。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2024拉萨半程马拉松开跑

本报拉萨 8 月 18 日讯（记者 晓

勇 实习生 沈雨秋）18 日，第二次青藏

科考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江”重大

标志性科考活动主体任务在拉萨正

式启动。此次科考活动是第二次青

藏科考继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希

夏邦马峰等“巅峰使命”极高海拔系

列综合科考活动后的又一重大标志

性科考活动。

据悉，此次“一原两湖三江”重大

标志性科考活动将由姚檀栋、朗尼·汤

姆森、王浩、徐祥德、张建云、吴福元、

朱彤、朴世龙、方小敏、孙航等 10 位国

内外院士领衔，6个科考分队 15个科考

小组的 400多名科考队员参与。

此次科考活动将聚焦普若岗日

冰原、色林错、纳木错以及长江源、怒

江源、雅江源等关键区域，通过多任

务、多学科、多手段开展亚洲水塔变

化与影响、生态系统与碳循环、高山

环境与健康、资源能源远景、构造与

环境演化、绿色可持续发展途径等地

球系统科学综合考察研究，阐明冰冻

圈和水资源变化特征、多年冻土碳储

量和碳动态、冰缘植物对气候和冰冻

圈变化的响应规律、急进高原人群高

海拔适应的生理特征、稀有金属资源

现状与远景，提出国家公园建设、城

镇化体系建设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模

式，以高水平科考成果支撑区域高质

量发展。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二十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收入自

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至 2024年 3月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

共 75 篇，约 62 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稿

33 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 18 篇，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有关文件

24篇。有 19篇重要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严峻复杂的国

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坚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

部困难，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实现

回升向好，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壮阔进程；集中反映了

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

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在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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