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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域 大 地 惠 风 和 畅
—近年来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

本报记者 王超

近年来，我区积极落实碳达峰实施

方案，出台《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21—

2030 年）》《减 污 降 碳 协 同 增 效 实 施 方

案》，开展重点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和重

点行业温室气体碳排放核查，全区环境

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

2023 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99.5%，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

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年

均浓度达到一级标准；臭氧年均浓度达

到二级标准。拉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

到二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为 97.3%，在

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2 位。日

喀则市、山南市、林芝市、昌都市、那曲

市和阿里地区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

标准，在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分别为第 12名、第 5名、

第 1 名、第 11 名、第 51 名、第 3 名。珠穆

朗玛峰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

优良状态，达到一级标准。

今年上半年，全区 7 市（地）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6.9%，环境空气

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积极防控城市细颗粒物
和臭氧污染

打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城

市空气质量（实时）”“城市空气质量预

报”专栏非常醒目。点进专栏，“AQI 实

时报”“AQI 日报”和“城市空气质量预

报”报表一目了然。仔细观察报表，不

难发现，PM10、PM2.5、臭氧目前仍是影

响我区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

以拉萨市为例，除受河谷地带、较

干燥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外，人口

众多、经济发展较快以及工业废气、汽

车尾气、工地施工扬尘等排放量较大，

导致城市细颗粒物、臭氧等相关污染物

浓度偏高。

面对问题，我区积极制定《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开展全区

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专项调查监

测和源解析工作，系统查清厘清污染来

源、生成机理、传输途径。实施《保持空

气质量良好规划》和《“十四五”空气和

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深入推进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建成应用机动车尾气

监管三级联网平台，实施机动车国六排

放标准，完成 7 市（地）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行区划定、编码登记 5109 台，新增新

能源车 5225 辆。推广新能源公交车 757

辆、占比 85.34%。保持 35 蒸吨及以下燃

煤锅炉“零审批”，化石燃料燃烧产物

CO 的浓度有所下降。非化石能源占能

源消费总量比重已超过 50%，位居全国

前列。

持之以恒推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2015 年，国网西藏电力开启了“藏

电外送”新篇章。2020 年，国家电网有

限 公 司 组 织 签 订“2021—2023 年 61 亿

千瓦时西藏清洁能源消纳框架协议”，

西藏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通过雅中、

邵沂、青豫、灵绍等多条特高压直流进

行 逐 年 输 送 至 中 东 部 地 区 11 省（市）

消纳。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我区累计实现

清洁能源外送 154.22亿千瓦时。

“‘藏电外送’不仅能助力西藏清洁

能源最大规模消纳和受端区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而且为西藏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快

建设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地奠定了坚

实基础。”国网西藏电力董事长、党委书

记龚东昌表示。

我 区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优 势 明

显。从排放端看，我区重点耗能工业企

业数量较少，人口密度较小，可再生能

源丰富且持续加快发展，满足了我区消

耗 需 求 ，还 提 供 了 越 来 越 多 的 外 送 电

量。同时，社会对生态产品的认可度、

需求量不断攀升，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逐

渐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

“以上现状及趋势，使得西藏的碳

排放总量相对较低，且增长速度会逐渐

减缓，从而有望实现西藏的碳达峰峰值

不会太高，碳达峰的到来时间也不会太

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从 吸 收 端 看 ，我 区 林 草 资 源 较 丰

富，湖泊数量众多，“南北山绿化”等人

工 造 林 力 度 持 续 加 强 ，绿 水 青 山 和 冰

天 雪 地 所 蕴 含 的 碳 汇 能 力 越 来 越 强 ，

可 开 发 的 碳 汇 市 场 越 来 越 广 阔 ，我 区

在 努 力 创 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的 同

时 ，必 将 为 全 国 如 期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贡献力量。

近年来，青藏高原已整体实现碳中

和，我区积极开展水泥、有色、热力供应

和民航等 24 个重点行业碳排放核查工

作。截至 2023 年底，全区已建电力装机

容量达 758 万千瓦，清洁能源电力装机

占比达 95.1%。

严格开展执法监管与监
测评估活动

2023 年 5 月，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与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拉萨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并联合上海、江苏、黑龙江等

省市环境监测中心和长江局监测科研

中心等，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题

党日活动同学共研。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重点加

强在生态环境监测垂直管理改革、网络

优化、能力提升、人才队伍培养等领域

合作，推进西藏生态环境监测体系能力

现代化。

“西藏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将以此次

签约为新起点，以全面推进生态环境监

测能力现代化为主线，主动跟进对接、

细 化 实 化 措 施 ，切 实 把 合 作 事 项 承 接

好、运用好、落实好，补人才短板、强能

力弱项、填技术空白、破监测难题，推动

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

迈进，以更高水平的生态环境监测支撑

保障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区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环境执

法“大练兵”活动，组织开展大气等环境

领域突出问题执法帮扶，累计查处包括

大气领域在内的环境违法案件 50 件、罚

款 857万元。按月完成空气等监测工作，

累计获取包括大气领域在内的有效监测

数据 26万余组。举办第四届自治区生态

环境监测“大比武”活动。盘活“1+10+

100”生态遥感监测网络，开展 661个生态

环境监测样地监测调查，组织 7市（地）和

17家社会检测机构盲样考核。

碧水微澜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为进

一步优化城市水生态布局，提升城市

功能品质，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态

治理工程（二期）江苏大道水系工程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正稳步推进，

该项目作为拉萨市“水润城”工作部

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市民关注。

项目主要包括新建 1 道溢流堰、1

座 渠 道 进 水 闸 以 及 新 开 渠 道 约

2145.57 米。项目还涉及景观工程建

设，包括土建、植物、配套设施、电气、

给 排 水 、管 线 迁 改 等 多 个 方 面 。 其

中，铺装改造面积 17853.46 平方米，绿

化面积 4581 平方米，水体面积 3068 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拉

萨市城市水系水源调配，打造健康、

可 持 续 的 高 原 水 网 ，确 保 水 体 流 动

性，让拉萨的水系更加丰富、更有活

力。此外，项目的实施还将提升城市

水景观，增强城市宜居度，为市民提

供更加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

“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改善主

城 区 生 态 环 境 ，提 高 水 资 源 利 用 效

率，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内涵，同时

为市民群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进一步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在施工

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对周边环境和

居民生活的影响，通过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加强现场管理，确保项目早日

完工。”施工单位项目经理说。

据介绍，拉萨市中心城区水系生

态治理工程（二期）江苏大道水系工

程项目是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市

民出行环境的重要举措。施工期间

虽然会给市民出行带来一定不便，但

在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

下，拉萨的居住环境一定会变得更加

美好。

本报巴宜电（记者 王珊 谢筱纯）

近 年 来 ，米 林 市 立 足 撤 县 设 市 新 起

点，把握新机遇，持续加大生态环境

工作资金保障力度，累计投入 5.26 亿

元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走 深

走实。

扎实推进“绿色化”项目建设。严

格项目审批把关，执行规划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

制度，实现“三高一低”项目零审批、零

引进。实施国土绿化、雅尼河谷面山

生态修复、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水

毁工程、垃圾填埋场（二期）项目等生

态项目，力争植树造林 1600 亩，确保

森林覆盖率达 53%以上，让米林的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全面推进“常态化”生态治理。深

化“河湖长+”“林长+”长效常态化工

作，各级河湖长巡河 1100余次、林长巡

林 3300 余次；开展河道“清四乱”监督

检查 27 次、林业专项检查 26 次，发现

各类涉河问题 16项、森防隐患 3处。

系 统 推 进“ 科 学 化 ”生 态 保 护 。

强化市域山水林田湖草沙常态化管

理保护，开展水、大气、土壤质量等监

测 7 次，空气质量均达到Ⅱ级标准，地

表水、城区集中饮用水均达到Ⅱ类水

质标准。同时，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82 次，发

现问题 16 个，下发整改通知书 16 个，

立行立改 27 个，切实筑牢生态管控

底线。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今

年以来，日喀则市紧紧围绕国家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

创建”，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持续打好蓝

天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日喀则市全面实施机动车国六排

放标准，推行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

标准。加大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机构

监督力度，对 8 家进行现场检查，做到传

输数据有效，检验数据质量满足规范要

求，确保规范运行。开展非道路移动机

械编码登记、挂牌工作，截至 8 月底，已

登记 841 辆，累计登记 7000 余辆。持续

实 施 新 能 源 车 购 置 补 贴 政 策 ，今 年 以

来 ，新 增 新 能 源 车 280 余 辆 ，保 有 量

579辆。

同时，日喀则市强化挥发性有机物

防控，开展城区涉 VOCs 企业污染防治

专项检查，随机抽检企业 30 家，制作现

场检查记录 30 份，对存在问题要求立行

立改。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和锅炉

排查整治，摸清锅炉分布情况，形成锅

炉清单。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方式，

加强水泥企业监督检查，指导企业规范

运 行 在 线 监 测 设 备 ，有 效 传 输 监 测

数据。

日喀则市加强重点区域噪声污染

防治，对声功能区 7 个点位进行监测，第

一 、二 季 度 昼 夜 间 均 达 标 ，达 标 率 为

100%。持续推进桑珠孜区城市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已对 7

个监测点位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城市功

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点位分布图

和相关信息。通过本级财政资金申请，

分别投入 50.8 万元、70.03 万元建设 2 个

声环境自动站监测点和 1 个非甲烷总烃

自动站。目前，2 个声环境自动站监测

点已完成建设，非甲烷总烃自动站正在

建设中。截至目前，累计受理噪声污染

案件 15 个，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案件 14

个，共处罚 4500元，工业噪声案件 1个。

此外，日喀则市大力推进空气质量

改善行动，正在组织编制《日喀则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针对

臭氧超标问题，投入 97.1 万元开展日喀

则市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成因与来源

摸底调查及防控策略专项研究工作，联

合上海环境科学院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有序推进各项调查工作。

拉萨市

建设水系工程 打造宜居城市

日喀则市

着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米林市

“三个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湿地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 内 容 ，事 关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每年 4 月下旬，随着当雄阿热湿地的草甸开始

逐渐返青，丰富的食物、优美的环境，加上附近牧

民群众的悉心保护，这里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的

停留和驻足，成为黑颈鹤等候鸟迁徙的重要“歇息

地”“中转站”和栖息场所。

近年来，随着建设和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当

雄阿热湿地生态功能凸显，在为周边区域补充氧

气、增加湿度、涵养水源、净化环境和维持生态系

统平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阿热湿地

已然成为当雄乃至拉萨的“天然绿肺”。阿热湿地

也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而孕育着众多珍稀水禽鸟

兽和湿地植物，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黑颈鹤、赤麻鸭、斑头雁、棕头鸥等鸟类，香柏、蔷

薇、凤毛菊、龙胆等植物也随处可见。

早在 2016 年，当雄县就成立了阿热湿地管理

站，健全了管护机构和体制机制，湿地建设和管护

进入全新阶段；2019 年，当雄县成立自然资源局，

统筹负责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湿地管护职能职责

得到进一步整合和优化。近年来，随着各级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加

之广大管护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周边群众的积极参

与，阿热湿地建设和管护工作实现持续稳中向好

发展。

在湿地保护过程中，当雄县着力在执法监督上

出实招，持续加大破坏湿地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打

击力度，主动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畅通监督举报渠

道，动员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主动投身湿地保护工

作，营造了湿地保护人人有责、社会广泛参与的良

好社会氛围，形成了湿地保护工作强大合力；充分

利用世界湿地日、爱鸟周、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通过集中宣传、语音播报、入户宣讲等方式

在宣传引导上下功夫，多途径、常态化宣传普及湿

地保护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全面提升干部群众

湿地保护意识；立足项目支撑，注重加强阿热湿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硬件配套，

重点申报实施了阿热国家重要湿地 2016 年度湿地保护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退化湿地恢复、湿地监测监控、湿地管护等，进一步组建专业管护

队伍 1 支、建成监测点 1 处，配备巡护皮卡车、摩托车、双筒望远镜、手持 GPS 等

巡护监测设备，进一步夯实湿地保护基础。

同时，当雄县林草系统着力在巡护巡查上见实效，安排湿地管护员、护林

员、草监员等各类生态岗位人员 2074 名，设立县、乡、村三级林长 357 名，管护

队伍持续壮大、管护力量全面加强。通过教育引导、严格考核、落实奖惩等措

施，动员广大生态岗位人员履职尽责，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巡护巡查成为湿地

保护最常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当雄县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引导和科学合理的管护措施，引导群众自觉

参与湿地管护和野生动物保护。2016 年以来，阿热湿地附近群众自发组织开

展湿地周边垃圾清扫、网围栏修复、游客劝导、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 120 余次，

群众的积极参与为湿地保护工作注入了强劲活力。据不完全统计，随着湿地

环境持续改善，在阿热湿地中转觅食和栖息的黑颈鹤从原来的不足百只增长

到现在最多时超过 500 只，还能时常看到赤狐、藏马鹿、高山秃鹫等高原特有

野生动物出没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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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全面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助推高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和弘扬高原生态文化，全区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在雪域高原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生态画卷。其中，西藏的湖泊，以其清澈见底的湖水、四

周环绕的雪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它们不仅是青藏高原水循环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众多珍稀物种的栖息地，维系着高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多样性。

图为那曲市清澈美丽的错那湖。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