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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西藏，兴业的沃土。

西藏作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

要通道，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今年 5月 1日，樟木口岸迎来恢复对

尼进出口“双向货通”一周年。截至 4 月

30 日，樟木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达 24.4

亿元，总量达 9.6万吨。

8 月 1 日，日喀则国际陆港出口货物

查验场封关启用。当天，满载着各类货

物的集装箱运输车辆从这里驶出，通过

樟木、吉隆口岸驶向尼泊尔。

这个夏天，拉萨贡嘎机场正式更名

为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更名、升级，进

一步提高了拉萨国际空港的知名度、竞

争力和影响力，有利于西藏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

“你来我往”，折射活力。一个个镜

头，一组组数据，彰显了西藏对外开放

的成效与边贸物流的繁荣。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西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84.36亿元，同比增长 10.2%。

自 治 区 第 十 次 党 代 会 以 来 ，区 党

委 、政 府 立 足 西 藏 实 际 、发 挥 区 位 优

势，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按照自

治区党委关于着力打造日喀则国际陆

地 港 等 部 署 ，我 区 主 动 服 务 和 融 入 国

家开放大局，不断加强边境口岸建设，

促 进 边 境 贸 易 创 新 发 展 和 转 型 升 级 ，

努力以高水平开放推动边贸物流产业

高质量发展。

活力口岸：
赋能边贸物流产业发展
今年 4 月，满载着增巴村 20 多吨苹

果的货车，通过吉隆口岸开往尼泊尔，标

志着西藏本地水果首次实现出口；6 月

底，一群生长于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原

绵羊，在里孜口岸前集合，顺利出关。

如今，越来越多的“藏”字号产品通

过我区口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口岸是边贸物流的重要枢纽。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争取国

家支持，持续推进全区口岸及对外通道

建设，助力边贸物流产业发展。

今年，我区投资 3.5 亿元的 10 个口

岸建设项目已全部完工，有效提升了口

岸 综 合 服 务 能 力 ，持 续 推 动 通 关 便 利

化，口岸货物进出口通关时间的排名位

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今年我区安排

专项资金 1600 多万元，支持拉萨跨境电

商综试区及海外仓项目建设，尼泊尔海

外仓及拉萨市四处跨境电商展示中心

建成投运。

为护航口岸的畅通和繁荣，今年 10

月，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西藏穆

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西藏阿卓商贸有

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代表一同商议，达成

了规范口岸交通秩序、加强治安管理、

净化营商环境等倡议。“这让出口货物

更加顺畅，解决了公司出口的新鲜农蔬

产品面临长期等待造成腐败变质的困

扰。”西藏穆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

口岸通关服务效能的提升与边贸

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如同一场火热的

“双向奔赴”。今年，我区实施《西藏自

治区传统边贸点管理办法》，恢复开放

对尼泊尔 14 个传统边贸点。1 至 9 月，

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 26.15亿元、同比增

长 48.1%，边民互市贸易额为 0.34 亿元、

同比增长 32.3%。全区口岸通关货运量

13.83万吨，同比增长 44.9%。

“上有国家赋予外贸新动能的引导

支 持 ，下 有 地 方 和 部 门 搭 建 的 广 阔 平

台，我们做大做强企业的信心更足了。”

西藏升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勇说。

内畅外联：
服务融入“双循环”格局
边贸物流业是促进区内物流业自

身发展和自治区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

是服务和支撑区内其他产业调整与发

展、扩大就业和增加消费的需要，是促

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关键

性产业。

随着我区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如何构建内畅外联的物流通道，进

一 步 推 动 边 贸 物 流 产 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答案是坚持问题导向，形成的实践

路径是：拓宽“邮”路、连接“丝”路。

西藏通过优化产品服务、打造优势

线路等举措，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和 RCEP 区域邮政快递领域的合作，

持续提升邮政服务能力，拓宽快递物流

通道，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供应链衔接。

（下转第二版）

“你来我往”彰显边贸物流繁荣
—我区边贸物流助推“双循环”发展

本报记者 索朗琼珠

这是一本有半个手掌厚的册子，纸张泛黄、页脚起

卷。虽然不知有多少页，但从密密麻麻且工工整整的

目录可以看出，当初编撰者的用心程度。

册子名为《有机茶管理手册》。直到现在，这本册

子都是易贡茶场生产运营的“金规铁律”。这本手册的

作者叫李国林，是四川人。

9月初，报道组来到西藏林芝波密县易贡茶场。

易贡茶场，西藏第一块规模种植的茶田，全球海拔

最高的有机茶叶生产基地。

61 年前，雅安蒙顶山的茶苗来到这里，开启了西藏

种茶的历史。

从蒙顶山到“小江南”
跨越半个世纪的茶叶“情愫”

“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海拔 2280 米。林芝被称为西

藏的‘小江南’，气候宜人。”易贡茶场总经理邓学均是

四川人，来西藏 30 余年，他认为林芝的气候和海拔是最

舒适的。

舒适的气候，也适合茶叶生长。

车辆行驶在易贡茶场的山路上，茶田里，绿油油的

茶叶茂盛生长。易贡茶场生产部部长桑顿罗布介绍：

“整个茶园面积 5350 亩，目前能采摘的面积为 3200 亩，

都是从雅安蒙顶山引进的中小叶群体种。”

这一派绿油油的景象形成并非易事。

1961 年，易贡农场设立，开始试种茶叶；1964 年，四

川雅安蒙顶山的茶籽被带到这里，采用茶籽育苗，成活

率高达 85%，开启易贡茶时代；1993 年，易贡农场因此

更名为易贡茶场。

去年，易贡茶场总营业收入创新高。

“我很欣慰。”李国林年近八旬，在易贡茶场，大家

都尊称他“李师父”。作为留在茶场的《有机茶管理手

册》的作者，他与这里有着深厚的情缘。

1994 年，对口援藏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易贡茶场

的改扩建。为把茶业做精，时任易贡茶场场长的帕甲

来到雅安，把李国林“借”到易贡茶场做援藏干部。此

后的数十年，李国林成为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多次往返

于川藏两地，为易贡茶场带来最新的技术。

在李国林眼中，“雪域上的茶叶”是金字招牌，但易

贡茶场不管是种植还是制茶，工艺都较为粗放。

“用先进的技艺进行精细化生产，才能打开市场。”

在他的建议下，茶场安装了先进的制茶设备，并对茶叶

进一步发酵，制作成更易保存且符合市场需求的黑茶

纪念茶饼。

（下转第二版）

易贡茶场：门前老茶树发新芽
四川日报川藏线报道组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西藏产业发展观察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拉萨市加大水环境、水生态修复保护力度，全面实施河湖长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河湖水质和面貌持续向好，在打造人水和谐、宜商宜居拉萨水城中，进一步增进了民生福祉。

图为秋日拉萨河。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本报拉萨 11月 3日讯（记者 丹增朗赛 李梅

英）11月 1日，记者从关于推动全区促进大众消费

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区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671.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2%，比全国高出 2.9 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

一。9 月单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2.85

亿元，为历史最高值。此外，全区网上零售额和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据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成华介

绍，今年是“消费促进年”，我区印发了相关工作

方案，制定了促进消费“8 条”等系列政策举措。

今年以来，我区累计使用资金 4.3 亿元，持续开展

以“幸福西藏·乐享生活”为主题的系列促消费活

动，直接拉动消费增长 35.52 亿元，结合实际，推

出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力举措，促进了消费市场持

续回升向好。

今年我区不断加大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

的培育力度，前三季度全区新增限额以上商贸流

通企业 89 家。“截至目前，全区在库限额以上商贸

流通企业超过 800家。”石成华介绍说。

数据统计，全区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7.0%，上拉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长 8.1个百分点。

今年，我区累计落实 1600 万元，对 142 家去

年新增的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12 家第二批

“西藏老字号”企业、35 家首批“西藏自治区绿色

餐饮”等共计近 200家经营主体给予了奖励。

近期，瑞幸咖啡、全聚德、北京同仁堂等一

批品牌首店相继落户拉萨。今年年底，我区计

划出台《西藏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促进首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力争让首发经济成为

西藏提升城市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

抓手。

9月，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破百亿元大关

日前，在西藏 2024 年前三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

况发布会上，记者获悉，至第三季度末，我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547 元，同比增长 8.2%，增

速位居全国第二。预计，全年收入将首次突破两万

元大关。

“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增加农民收入。今

年以来，我区坚持“五级书记”抓农牧民增收，进一

步形成全区上下一盘棋的增收工作大格局，经营带

动、就业拉动、政策促动、改革驱动效能持续显现。

农牧民增收首要条件是丰产。今年，雨水量

多，牧草产量好，有效保障了牲畜出栏，推动了我区

牲畜存栏量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自治区优化完善

牲畜出售补贴资金兑现方案，各地开展助农增收促

销活动等，畜牧业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前三季

度，猪牛羊出栏 147.85 万头（只），增长 48.6%。肉蛋

奶产量 48.78 万吨，增长 23.4%。其中猪牛羊肉产量

8.04 万吨，增长 41.8%。此外，我区全面实施粮油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持续推进闲置温棚恢复利用，

深化拓展农牧业科技下乡技术包保工作，全区粮食

产量有望再创新高。数据充分表明，今年主要农畜

产品保供能力得到增强，有效稳定了农牧民经营净

收入。

在增加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上，我区出台

《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

众就业增收的实施方案》，加大懂技术、会管理、善

经营的新型农牧民培育力度。有关部门配套制定

了《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享受财政补助优惠政策明白

卡（2024 年版）》《西藏自治区本级 2024 年惠民惠农

“一卡通”补贴政策清单》，帮助农牧民群众全面了

解政策细节，助推收入稳步增长。

近年来，通过打通渠道、综合施策，我区农牧民

增收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据介绍，下一步，区

促进农牧民增收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办公室将与区

直部门共同推动机制运行和职责落实，找准潜力

点发力点，兼顾均衡性覆盖面，抓住岁末年初就业

“冷”、消费“旺”的特点，加强人力资源匹配对接，

全面拓宽就业淡季劳动力转移渠道；继续加强农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助力农牧民财产

性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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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曲11月 3日电（记者 赵书

彬）近日，记者从那曲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了解到，那曲市在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中，充分结合全市人口分布与

自然环境实际，着力扩大国网覆盖范

围，为当地生态平衡与经济可持续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切实提升了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品质，清洁能源发电及配

套电网设施建设均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9 月底，那曲市清洁能源电

力装机达 67.68 万千瓦、电网覆盖 499

个村（居）；在建装机 87.5 万千瓦。清

洁能源上网电量为 5.9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43.29%；外送电量 9058.8 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63%；全社会用电量

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95%。

那曲市是全国海拔最高、面积最

大的地级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光能、水

能、风能、地热能等丰富资源，为清洁

能源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

那曲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推进

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实

现了清洁能源综合开发新突破。全区

核准备案规模最大、超高海拔单机容

量最大欧玛亭嘎 100 兆瓦风电项目落

户那曲市，今年年初并网发电；今年 5

月，那曲市安多县土若 125 兆瓦光伏+

50 兆瓦光热一体化项目开工，不仅标

志着安多县实现清洁能源产业从无到

有，同时也是那曲市第一个光伏、光热

一体化开工项目；立足区位优势重点

规划了 9个县（区）占地面积 60.44万亩

的光伏产业园区。清洁能源建设取得

的多个创新成果，不仅提升了清洁能

源装机规模，更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 者 赵珮然

岳冉冉）我国科研人员在西藏自治区

野外考察时监测到两种罕见的飞松

鼠，经论证，分别为我国兽类新记录

种不丹大鼯鼠和西藏自治区兽类新

记录种李氏小飞鼠。相关研究成果

日前发表在学术期刊《兽类学报》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权介绍，松鼠

依据生活型分成了树松鼠、地松鼠和

飞松鼠三类。飞松鼠在汉语中被称

为鼯鼠（大体型）或飞鼠（小体型）。

化石记录显示飞松鼠起源于欧洲或

北美洲，在获得了滑翔能力后，飞松

鼠与系统发育位置相似的其他松鼠

“亲戚”相比分布范围和多样性都得

到了显著提升，广布于欧亚大陆和北

美洲的多种森林地带，体重从 13.5 克

到超过 2千克不等。

“如今，亚洲拥有最多的现生飞

松鼠，尤以东喜马拉雅地区和巽他群

岛为最，此次发现的新记录种正位于

东喜马拉雅地区。”李权说，拥有独特

“莫西干”发型的不丹大鼯鼠此前在

国内还没有确切的记录，本次是该物

种在国内的首次正式记录，它被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为近危物

种；李氏小飞鼠此前仅知分布于我国

云南省西北部和缅甸北部，本次是西

藏自治区兽类新记录种，由于调查数

据不足暂未评估。

专家认为，该发现扩展了对不丹

大鼯鼠和李氏小飞鼠分布区的认识，

反映出喜马拉雅地区拥有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应进一步加强喜马拉雅地区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研究工作，以

发现更多新物种、新记录。本研究得

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和云南

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等项目支持。

科研人员在西藏发现两种罕见飞松鼠

那曲市清洁能源发展势头强劲
截至9月底，全市清洁能源电力装机67.68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