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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域高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扎

根基层，深入江河湖泊；他们巡河护河、

清捡垃圾，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他

们默默无闻，却用自身言行呵护河湖健

康。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溪流草原，出现

在广大牧区，出现在雪山冰川……他们

的名字叫河湖长、巡河员，他们被誉为高

原河湖的“守护者”。

自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全区各

级水利部门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保

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的殷殷嘱托，把

河湖管理保护纳入生态文明建设重要

内容，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重要任务，统

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良好的河湖

管护成效在全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和建设美丽西藏进程中结出了累累

硕果。

绘就水生态安澜“实景图”

傍晚时分，在拉萨河的网红桥——

和美桥上，本地居民、外来游客慕名而

来，有的在饶有兴致地观赏此处美丽的

灯光秀、远眺拉萨夜景，有的在此摆摊卖

货，有的夜骑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往

来穿梭，好不热闹。

夜再深一点，位于拉萨河北岸的仙

足岛上，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摩肩接

踵、兴高采烈地前往岛上的酒吧享受“夜

生活”，或在酒吧旁边的拉萨河岸吹着晚

风，十分惬意。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做好“水生态”

文章，在拉萨河城区段建设节制闸，新增

城市水域面积 300 多公顷，成功打造拉

萨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如今，拉萨河原先的天然河漫滩被

改造为南环路、滨河路等公路，拉萨河

上也建起了 6 座跨河大桥，共同构成了

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络，让拉萨河更

加靓丽。拉萨河沿岸滨河公园、南山公

园 、拉 萨 市 中 华 文 化 公 园 等 也 相 继 建

成，新增绿化面积 3052 亩，城区空气湿

度 平 均 增 加 8%—10%，地 下 水 得 到 有

效补给。

成绩显著，但拉萨相关部门努力的

脚步并未停止。拉萨市河长办组织各成

员单位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各项任务，实

施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工

程，纵深推进河湖“四乱”问题清理整治，

河湖管理保护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河

湖长履职水平显著提升，生态安全屏障

进一步巩固。

“拉萨河流域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

进展顺利，拉萨河谷（堆龙以西）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全面完工；拉萨城市水

系二期工程、拉萨河城区达孜段防洪工

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拉萨河流

域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系统得到有效

保护和恢复，初步建成‘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河湖样板。”拉萨市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说。

拉萨河的巨大变迁是新时代我区不

断加强水生态修复治理的缩影。新时

代，我区建成了羊卓雍错、雅砻河等 43

个自治区级幸福河湖，积极争取中央水

污染防治资金 3.6 亿元，主要支持拉萨

河、年楚河、澜沧江、怒江等重点河湖流

域水生态修复和水污染防治项目，生态

修复面积达 242.5 万平方米。组织开展

拉萨河流域、山南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区域生态环境成效

评估。

全区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良

好，完成了自治区水网建设规划、雅江中

上游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综合治理规划

等规划的编制，有序推进 14 条中小河流

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实施了《西藏自治

区江河源保护行动方案》，江河源头区的

43.79 万亩公益林、4194 万亩草地得到有

效保护。

打好水环境治理“主动仗”

“我们每天上午 9 点 30 分上班清理

拉萨河边的垃圾，破旧的衣服、塑料袋等

都要进行清理。守护拉萨河人人有责，

请爱护水资源。”拉萨河河堤管护员洛桑

达瓦呼吁道。

进入新时代，我区逐渐完善的河湖

长履职尽责、示范河湖建设等规章制度

犹如一面面镜子，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保证了工作质量，还形成了良好的秩序

和风气。1.47 万名河湖长全面履职，5.9

万名“水生态保护和村级水管员”深入一

线巡河巡湖，累计巡查河湖 132万人次。

2024年 5月 30日，《西藏自治区水污

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审议通

过，并于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

共七章六十三条，涵盖总则、水污染防治

标准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污染防

治的监督管理、水污染防治措施、水污染

事故预警与应急处置、法律责任、附则等

内容。《条例》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家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目标要求和西藏特有

的水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敏感性，确定了

生态优先、预防为主、分区分类、系统性

保护等原则，坚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

施差别化的保护策略与管理措施，着力

保障高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我区高质量发展，努

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区各级水利部门科学划分河湖岸

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等功能分

区，通过依法依规审批涉河项目、常态化

开展河湖库“清四乱”、清理整治遥感图

斑等方式，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护，维护

河湖健康生命。同时，结合实际强化执

法监管，通过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整治、

处罚问责等方式，加大非法采砂曝光和

监管力度，起到了明显的震慑作用，保障

了河道行洪畅通；加大信息化在河湖管

护中的应用力度，完善河湖长制度信息

管理系统功能，加快智慧河湖建设，开展

了藏北湖泊、藏东南冰湖监测和高寒地

区冻土消融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对

河湖管护的支撑。

织密水灾害防治“安全网”

为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参建单位在

防洪度汛和消防应急方面的应对能力，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高效地进

行救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区水利厅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精心

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防洪度汛暨消防

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通过演练，深入查找了应急预案中

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预案内容，提

高了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

全面检查了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应急队

伍、物资、装备和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

况，针对发现的不足及时进行了调整补

充，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了

充分准备。演练不仅增强了各单位和人

员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还提高了人

员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单

位和人员的职责任务，理顺了工作关系，

完善了应急机制，为水利工程安全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应急保障。”区水利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我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加强防

汛减灾基础能力建设，完善城市和流域防

洪体系，提升水情监测分析水平，开展河

湖基础研究，推进数字孪生水利建设，着

力提升“四预”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切实保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一步，全区各级水利部门将持续

强化河湖长制，认真谋划西藏河湖管护

的发展思路和重点方向，强化河湖水域

岸线空间管理和水资源管理保护，管好

‘盛水的盆’和‘盆里的水’，切实管好、治

好、护好、用好河湖资源，让高原河湖源

源不断造福中华民族，为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西藏篇章提供良好的河湖生态保障

和支撑。”水利厅水资源管理与水生态建

设处负责人说。

碧 水 如 镜 生 态 美
—我区河湖管护治理成效显著

本报通讯员 张煜 本报记者 王超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加木

村防洪治理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

有序施工，挖掘机“铁臂”挥舞，一派忙

碌景象。

“ 朗 曲 河 经 我 们 村 时 虽 是 一 条 小

河，但在每年雨季时经常会发生洪涝灾

害，村里的林卡也会被大水淹没，在镇

党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今年对河道

修建防洪堤，现在快要修好了。”加木村

村委会主任格桑次仁高兴地说。

据了解，加木村防洪治理项目总投

资 725 万元，于今年 6 月开工建设，对朗

曲河重点实施河道疏浚及穿堤管涵、新

建钢筋骨架铅丝笼防洪堤等工程，这将

有效提高全村防洪减灾能力，并通过进

一步加强河道整治，建立健全防洪减灾

体系，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的安全。

“以前，汛期期间朗曲河发生洪水

漫流时，严重威胁狮泉河城区居民的住

房安全。对此，县水利局每年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进行河道淤泥清理、沙袋装

填和加固河堤等防汛工作。”格桑次仁

回忆道，“在雨季的十几天里，村里还会

组织村民每天轮流在堤上值班守护，随

时关注汛情变化。”

今年 53 岁的仁增拉姆，是土生土长

的加木村人。她告诉记者，加木村因为

紧邻狮泉河城区，还有朗曲河、红柳湿

地公园等自然风光，所以一到夏天有很

多居民前来过林卡。

“过去，大家的环保意识不强，有些

过林卡的人会把塑料袋、玻璃瓶等垃圾

扔进河里，不仅影响了水环境和村容村

貌，想要清理既不方便，也容易被玻璃

碎片扎伤。”仁增拉姆说。

这些年来，随着噶尔县对朗曲河治

理 力 度 的 不 断 加 大 ，河 道 变 得 越 来 越

宽、防洪堤修得又宽又高，汛期村民再

也不用提心吊胆了。同时，当地政府通

过不断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全面改善

水域生态环境，不仅农村环境变“靓”

了，也让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现在环境越来越好了，村里的林卡

发展得更具规模了，每年夏天还会在我们

村里举行‘红柳花文化节’，前来游玩的

人更多了。去年‘红柳花文化节’期间，仅

3 天我的帐篷茶馆就挣到了 8000 多元。”

村民次仁卓玛谈起如今村里的林卡经济

赞叹不已。

加木村的变化，只是噶尔县开展河

湖治理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噶尔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全面推进“河长制”

作为解决水环境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

明确了县级河长 28 人、乡镇级河长 45

人、村级河长 45 人，积极开展巡河工作，

严格落实巡河制度，把“清四乱”和碍洪

排查结合起来，每年至少开展 2次联合执

法检查，严厉打击一切河道违法犯罪活

动，河湖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水环境持续

改善，河湖面貌明显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持续好转，河湖环境呈现“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的良好态势，广大群众对河湖

生态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高。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长期以

来，那曲市安多县水利局坚持以全面

推行河湖长制为有力抓手，深化工作

措施，全力推动安多县高质量发展。

2023 年，安多县帕曲河（拉日曲）荣获

自治区“健康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在

那曲市河湖长制考核工作中，安多县

获第一。2024 年以来，安多县坚持在

河湖保护认识上再提升、在清污治乱

行动上再加力，深入推进河湖长制工

作开展。

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

规范化。今年初，安多县制定出台了

“清四乱”“妨碍行洪”问题排查整治

专 项 行 动 活 动 方 案 ，明 确 了 工 作 职

责、任务目标、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

并将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与

日常监管相结合，不定时对重点河湖

开展巡查，截至目前，共开展排查 10

余次，发现问题 3个，已整改 3个，确保

了河湖“清四乱”工作落地见效。

持续加大河湖白色垃圾清理整治

力度。以“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大

扫除”等活动为契机，广泛动员全县干

部群众积极参加河道垃圾清理活动，

截至目前，累计开展相关活动 80余次，

清理河湖 250余条，清理垃圾 4.8余吨，

参与人数 3440 人，实现了巡河巡湖常

态化、流域共治常效化、日常工作规范

化；突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通过

制作公示栏、宣传标语，印发宣传手

册，积极宣传河湖长制工作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切实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

参与水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以“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世界环境日”等重

要节点为契机，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5

次，发放宣传手册 400 余份，宣传物品

100 余份，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同关爱、

保护河湖的强大合力。

同时，强化联动效能，全面发挥

“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在河湖生态

方面的职能作用，2024 年开展“河湖

长＋检察长+警长”协作监督检查工

作 4次，未发现河道非法采砂问题。

水 清 河 畅 岸 绿 景 美
—阿里地区噶尔县河湖治理见闻

本报记者 永青 温凯

那曲市安多县

强化河湖长制 促进河湖长治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为进一步

推动“河长+警长+检察长”长效协作机

制走深走实，促进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

有效衔接，有效提高区域内水域的治理

与管护水平，近日，卡若区人民检察院

与卡若区公安局、水利局、市生态环境

局卡若区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河湖安

全专项执法巡查行动，以实际行动守护

卡若区河湖生态健康。

此次联合巡查，充分发挥了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水利、生态等部

门的管护职责。在行动中，执法人员

深入如意乡部分河段，实地查看河道

水域环境、岸线两侧生态环境现状，

对堆放垃圾、非法排污、非法侵占河

道等问题进行调研督导，及时发现并

制止相关违法行为。同时，执法人员

还将执法监督检查与水域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宣传有机结合，切实增

强了辖区内群众对水域生态环境的

法律意识，将进一步推动河湖长“见

实效”、河湖保护管理“见长效”。

卡若区人民检察院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河长+检察长”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积极落实区域内河流水质安全、生态

安全、汛期安全的检察监督，综合运

用无人机探查、现场勘查采样等多种

形 式 ，及 时 发 现 水 域 污 染 及 防 汛 问

题，切实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昌都市卡若区

开展河湖安全专项执法巡查

本报巴宜电（记者 谢筱纯 王珊）

今年以来，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压

实责任、严格制度、狠抓落实、深入宣

传，多措并举守护河湖生态美，以实

际行动改善生态环境。

上察隅镇以河长制“三个责任、

三项制度”为依托，成立河湖整治专项

领导小组，并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的河湖治理工作方案，指导河湖整治

专项活动开展。同时，坚持问题导向，

全覆盖巡查整治，组织引导各村河长、

党员群众、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等多

次开展河道集中整治活动。清理阻塞

河道的落石、散落的白色垃圾和枯树

烂枝等。截至目前，上察隅镇共出动

大型机械车辆 10台次，人员 260 余名，

清理河道内各类垃圾超 5吨。

上察隅镇还采取多元化宣传方

式，努力在全镇形成保护河湖的强大

声势。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牵头作

用，组织党员干部下村入户，深入宣

讲河湖保护政策，强化群众“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微信群等

发布河湖保护相关文章或视频，利用

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

宣传覆盖面、群众参与面，夯实河湖

保护基础。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

近日，谢通门县组织河湖保洁员、河

湖 巡 查 员 在 雅 鲁 藏 布 江 沿 线 ，开 展

以“齐心合力护河湖 携手共建幸福

河 湖 ”为 主 题 的 河 道 垃 圾 清 理 整 治

活动。

整治活动中，70 余名参与人员利

用垃圾夹、铁锹、垃圾袋等工具，对河

面上漂浮物和河岸边的生活垃圾，进

行拉网式清理整治，全面改善了雅江

沿线水生态环境，让雅鲁藏布江谢通

门县段面貌焕然一新。同时，谢通门

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发放了河湖水生

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册 80 余份

及 76 份宣传礼品，并积极向群众宣传

讲解水生态环境知识和水生态环境

卫 生 的 重 要 性 ，营 造 了 水 生 态 保 护

“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

良好社会风尚。

下一步，县水利局将常态化开展

“爱河、管河、护河”系列志愿服务活

动，加强河道日常监督管理和检查，

建立健全河道环境整治长效机制，严

格落实《谢通门县河湖长制工作重点

任务》，坚持做好河湖水生态保护，推

动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

日喀则市谢通门县

清理河道垃圾 保持水畅岸洁

林芝市上察隅镇

多措并举守护美丽河湖

中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是一种大型鹿类，因体型似骏马得名。调查统计，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马鹿的密度约为 1.58头/平方公里，种群数量在 1800头左右。

图为成群的西藏马鹿在悠闲地吃草。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藏东大地上的精灵

近年来，山南市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造林绿

化、防沙治沙工程，为具备条件的荒山荒原披上绿装。

图为山南市桑日县干部职工在河滩边植树（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