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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畅水清生态美 人居环境换新颜
—我区持续推进污水垃圾治理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耿锐仙

十 一 月 的 拉 萨 ，蓝 天 白 云 、阳 光 明

媚、充满生机，拉萨河畔清澈的河水一望

见底，随手一拍便是一张美图。这些迷

人的风景，是我区持续推进污水垃圾治

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我区突出建设施补短板、严

管理提水平、提工艺强治理、重分类促减

量，不断加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运行管理，切实提高污水垃圾治理水

平，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提供了有

力支撑。

位 于 山 南 市 措 美 县 西 北 部 的 卓 德

村，曾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及全区基层党组织示范点。“这里

曾一度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现在，道路

干 净 整 洁 ，一 眼 望 过 去 ，基 本 看 不 到 垃

圾。”村民达瓦央宗说。

近年来，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党支

部积极探索“村党支部+党员群众+积分

管理”群众自治新模式，在新模式的带动

下，村民自发参与整治村居环境，此前随

手可见的塑料瓶、烟头等都成了村民换

取积分的“筹码”，村民保护环境的积极

性、主动性不断提升。如今的卓德村换

了新貌，讲文明、爱生活正成为卓德村村

民的新“标签”。

卓德村的变化，只是全区生活污水

及垃圾处理成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速度和质量不断提升，我区项目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一大批项目的建设完成，

改善了城镇的人居环境，城乡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全区建设

完成 34 座生活污水处理及收集设施、20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补齐 5 个城市、14

个县城、3 个乡镇污水处理及收集系统和

4 个市（地）、15 个县城和 1 个乡镇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短板。截至 2023 年底，全区

共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厂 106 座，覆盖 7 市

（地）所在地、62 个县城、21 个乡镇，污水

处理能力达 55.8 万吨/日，配套污水收集

管网 1080.33 公里，全区城市、县城以上

城 镇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分 别 达 到 97.8% 、

89.01%。共建设 318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 ，覆 盖 7 市（地）所 在 地 、所 有 县 城 及

409 个乡镇，垃圾日处理能力 4580 吨，全

区城市、县城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分别达到 99.87%、98.85%。

从“满眼脏”到“一眼净”，从污水横

流、垃圾遍地到干净整洁，从随意丢弃到

规 整 摆 放 …… 我 区 的 人 居 环 境 美 了 起

来，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全面提升。

初冬的达东村，极目远眺，一片翠绿

中带着一抹淡黄。

“以前，村里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

村民习惯使用旱厕或将生活污水、生活

垃圾直排（扔）进村内的沟渠中，造成河

道污染、垃圾成堆。后来，村里规划建设

了化粪池和地下管网，村民养成了文明

的排污习惯，乡村环境换了新模样。”村

民拉姆说。

近年来，拉萨市柳梧新区达东村强化

生态空间管控，擦亮“绿水青山”底色，以

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旅游）开发项

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等模式，乡村知名度、美

誉度不断提高。2017 年荣获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美丽乡村示范村荣誉称号。

如今的达东村，旧貌换新颜，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垃圾靠风刮、污水靠

蒸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为坚决打赢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攻

坚战，助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自治区住建厅立足高寒高海拔特殊

气候条件，聚焦生活污水浓度低、生物菌

成活率低、运维成本高、操作技术要求高

等实际问题，强化技术工艺适用性研究，

先 后 多 次 邀 请 国 内 权 威 专 家 ，对 7 个 市

（地）、40 余个县城、80 余座生活污水垃圾

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全面了解

我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现状，

为进一步优化我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工

艺技术提出了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参

考意见。

“我们邀请了国内污水垃圾知名专

家教授编制了西藏自治区《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导则》《城镇污水处理技术导则》，

并顺利通过自治区地方标准审查程序，

于 2023 年 9 月发布实施。”自治区住建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导则弥补了高海

拔地区污水垃圾处理地方标准的空白。

垃圾分类是改善生活环境、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区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工

作，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

成效初显。

走在拉萨街头，随处可见不同类别

的垃圾桶整齐摆放在街道两边。在鲁固

社区垃圾处理处，环卫工人正在用铁锹、

扫帚将前一天的生活垃圾分类清运到垃

圾车上。

“现在，广大市民群众垃圾分类意识

越来越高，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按照类

别将不同垃圾投放到相应位置，这给我

们后续处理垃圾提供了很大方便。”环卫

工人卓玛说。

自 全 面 启 动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以

来，我区高位推进、高效率落实、高频次

宣传，先后印发了《西藏自治区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我

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按照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 输 、分 类 处 置 体 系 建 设 的 要 求 ，投 资

14.45 亿元建成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一期和山南市水泥窑生活垃圾协同处

置项目，以及拉萨市、日喀则市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开工建设拉萨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二期、日喀则市水泥窑生活垃

圾协同处置项目和那曲市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同时，安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

6.26 万余个、投放亭 546 个、智能回收桶

站 93 套；配备餐余垃圾车 38 辆、可回收

垃圾收运车 8 辆、有害垃圾收运车 3 辆、

其他垃圾收运车 339 辆；建设积分兑换超

市 26 个。目前，拉萨市、日喀则市试点城

市垃圾分类体系已基本成型。

自治区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项

目建成后，全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将达到 2150 吨/天，约占垃圾无害化处理

规 模 的 45%，餐 厨 垃 圾 处 理 能 力 将 达 到

155 吨/天。

如今，全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不断

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西藏建设

迈出了新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完成时。自治区

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目标，进一步

加强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管

理，全面提升环境污染治理能力，为建设

美丽幸福西藏贡献力量。

良好生态是美丽拉萨的一张靓丽名

片。近年来，拉萨市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落实，不断优化设备工艺，提升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能力，促进再生水和剩余

污泥循环利用，保蓝天、优空间、创净土、

强修复，切实守护好拉萨的生灵草木、万

水千山。

在位于拉萨的碧水源污水处理厂，污

水经过一道道过滤、沉淀与消毒工序，逐

渐变得清澈。监控屏幕前，工人紧盯数据

变化，确保每一个步骤都精确无误。近年

来，拉萨市污水处理成效显著，生活污水

日处理量跃升至 23.3 万立方米，城市污水

得到有效治理，水质明显改善，满足了当

地绿色灌溉和道路清洁用水需求。

西藏碧水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运营

总监范英杰说：“碧水源污水处理厂产生

的剩余污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利用于

园林施肥、土壤改良，污泥合理利用不仅

能变废为宝，还能增加经济效益，对保护

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排放的中水能用于城市绿化灌溉、道

路降尘、工业用水等，可延长水资源持续

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针对青藏高原地区海拔高、生态环境

相对脆弱的特点，西藏碧水源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与西藏大学、天津大学等相关单位

共同合作完成了《高原固废生物质清洁处

置与高效利用的理论及技术》科研项目，

对固废生物质，特别是拉萨市污水处理厂

（二期）的剩余污泥的高效处置与利用关

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研究成果在

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二期）中得到了实践

验证和成功应用。

“我们致力于为拉萨市民及周边区域

提供清洁的用水环境。”范英杰表示，碧水

源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高达 18 万立方

米，是拉萨主城区及经开区水环境保护的

重要支撑。

如今在西藏，污水处理已不再是难

题。2023 年，我区进一步加大对排水设施

的投资力度，新建或改造了 283 公里的排

水 管 网 ，全 区 排 水 管 网 总 长 度 达 2529

公里。

位于经开区 B区的西藏藏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西藏自治区第一家从事装配

建筑工业化体系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综合

型规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公司引入绿

色设计理念，从厂房的集约化、原料无害

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等方面着手，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

影响，生产中的混凝土、袋装水泥、钢筋、外

加剂等 19个主要原料、辅料均无毒无害。

西藏藏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焱说：“我们公司成立了促进绿色建材生产

骨干企业创建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通

过宣传学习，在企业员工中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同时，将环保指标、能耗指标等列入

内部考核，对发现的问题限时整改。”

沈焱介绍，公司成立以来获得发明专

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51 项，先后荣获“国

家级绿色工厂”“绿色建材生产骨干企业”

“绿色农房住宅产业联盟理事单位”“拉萨

市绿色工程技术中心”“拉萨市绿色发展

试点企业”等多项荣誉。

在拉萨市曲水县西藏绿土生态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巨大的搅拌器持续旋转，巧妙

地将污泥与添加剂融合，促进污泥的固化

与稳定化。科技人员凭借“连续式热水解+

厌氧+板框压榨”的先进技术，成功将城市

污水污泥转化为富含营养的土壤原料。

西藏绿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生产的副总经理贺畅介绍，公司引进的

污泥处理技术不仅解决了污泥处理问题，

还将其转化为农田、园林绿化和草坪种植

的宝贵资源。在热水解过程中，污泥实现

了泥水分离，进入厌氧罐后经过深度处

理，有害物质被彻底杀灭，确保了环境安

全。随后，脱水后的泥土经过精心加工，

转化为富含氮、磷等营养元素以及钾、钙

等微量元素的营养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

了丰富的养分。

沼气作为污泥处理过程中的副产品，

在西藏绿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得到

了新的开发利用。沼气中的甲烷和二氧

化碳被收集起来，用于污泥的加热和发

电，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减少了能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提升

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更为拉萨的绿色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科技赋能拉萨向“绿”而行
本报记者 卢文静 刘斯宇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达珍）近

年来，阿里地区在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施建设及运维、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及运维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阿里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 至 目 前 ，阿 里 地 区 投 入

3.4 亿元建成 11 个县级生活垃圾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投 资 3280 万

元建设乡级垃圾转运站，设计转

运 量 达 到 平 均 每 天 48.8 吨 。 阿

里 地 区 及 日 土 、革 吉 、改 则 三 县

县 城 总 投 资 2640.77 万 元 实 施 生

活垃圾分类项目，完善四分类垃

圾桶、大件垃圾处理及餐饮垃圾

处理设备、垃圾分类收运车辆以

及餐厨垃圾处理车间等设施，每

年安排 3 万元专项经费开展垃圾

分类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日土县投资 648 万

元 购 置 履 带 式 建 筑 垃 圾 分 类 破

碎 机 ，日 处 理 建 筑 垃 圾 1500 吨 ，

其 他 县 定 点 设 置 建 筑 垃 圾 暂 存

点 ，并 积 极 储 备 处 理 设 施 项 目 。

目前，阿里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 99.94%。

此外，加快补齐污水处理设

施 短 板 ，城 市 建 设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统 筹 实 施 管 网 排 查 与 修 复 、

污 水 管 网 改 造 与 建 设 等 工 程 项

目，着力构建系统、高效、精细的

城市污水建设体系。截至目前，

阿里地区投资 3.12 亿元建成 7 县

及巴嘎乡污水处理厂，采用一级

强化絮凝处理+人工快渗和人工

湿 地 +预 处 理 工 艺 ，委 托 第 三 方

运 行 ，每 年 运 维 经 费 约 1900 万

元 。 投 资 1.2 亿 元 改 造 3 座 污 水

处 理 厂 ，日 土 县 已 完 成 改 造 ，噶

尔县和普兰县正在改造中，其余

4 县 1 乡正在储备改造项目。积

极争取上级资金约 3.3 亿元用于

6 县县城给排水管网入户及狮泉

河 镇 管 网 改 造 项 目 ，目 前 措 勤 、

普 兰 两 县 已 完 成 建 设 ，札 达 、改

则 、革 吉 、日 土 四 县 及 狮 泉 河 镇

正在实施。同时，积极申报县级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和 噶 尔 县 城

南 排 水 管 网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等 城

市地下排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

不断提升污水收集率。目前，阿

里地区污水处理率为 84.44%。

阿里地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9.94%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近年

来，那曲市积极探索清洁能源供

暖新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

区集中供暖项目建设，助力那曲

“生态智慧精品城市”建设。

那曲市地热资源分布广泛、

储量丰富，开发利用条件成熟、发

展潜力巨大。2019 年至 2023 年，

西藏锦杭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投

入开发勘探资金 1.6 亿元开展那

曲地热田一期勘查。在基本查明

地热地质条件、资源潜力、水热循

环 、环 境 效 应 等 基 础 问 题 后 ，于

2023 年 12 月 开 始 产 能 测 试 ，如

今，已建成 12 口地热井组成的 8

采 4 灌井组，今年 10 月正式向老

城 区 78.6 万 平 方 米 和 南 部 新 城

20.9 万平方米两个区域供暖。

那曲地热供暖采用“地热水

承 压 换 热 ”“ 取 热 不 取 水 ”技 术 ，

可实现 0 外溢，0 排放，为供暖一

次管网提供不低于 90℃的热源，

换热后的地热水 100%回灌，确保

清洁环保及可持续开发。

节 能 降 碳 是 那 曲 推 出 新 能

源供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化石

能 源 消 费 、推 动 减 污 降 碳 、促 进

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

今 年 4 月 ，中 化 学 生 态 水 利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采 用 地 源 热 泵 技

术 路 线 ，改 造 现 有 供 热 系 统 ，完

全 替 换 现 有 燃 煤 锅 炉 和 电 极 锅

炉。同时，新建部分清洁能源供

热 系 统 、管 网 及 室 内 末 端 ，实 现

242.11 万 平 方 米 供 暖 ，可 为 那 曲

减少碳排放 27 万吨。

穿 过 一 望 无 际 的 羌 塘 草 原 ，从 那 曲 市

出发沿青藏中线 G345 国道一路向北，行至

G345 国 道 4041 公 里 处 就 可 以 看 到 三 江 源

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大门，从这里开始就正

式 进 入 了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唐 北 区 域 聂 荣

片区。

聂荣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聂荣

片区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属 长 江 源 园 区 ，管 控 区 域 面 积 约

5209.6 平 方 公 里 ，占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唐 北

区域的 10.7%。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聂荣片区，

一幅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壮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这里不仅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

更是生态保护工作的前沿阵地。至今，在该

区域共有 25 种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5 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记录。

自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设 立 以 来 ，聂 荣 片

区积极探索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

作，通过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科学实

施野生动植物保护，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

断改善，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其中，通

过布设红外线相机捕获到雪豹珍贵画面照

片 395 张，识别出雪豹个体不少于 19 只；坚

持以近自然修复措施为主，加强对源头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保护和系统化治

理 ，落 实 项 目 资 金 9190.82 万 元 ，重 点 实 施

退化草原修复治理、沙化土地治理、河湖生

态 保 护 、水 源 涵 养 等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工 程 。

截至目前，已实施退化草原修复治理 27613.5

亩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6000 亩 、河 湖 生 态 保 护

900亩。

同 时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唐 北 区 域 聂 荣

片区积极推行生态管护岗位“一户一岗”制

度 ，累 计 聘 用 生 态 管 护 员 3487 人 次 ，兑 现

生态管护资金 2790.6 万元。

“ 聂 荣 县 国 家 公 园 专 班 还 会 定 期 组 织

生 态 管 护 员 进 行 培 训 。 在 党 员 示 范 带 领

下，不少牧民逐渐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

态管护者，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

生态保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聂荣县

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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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

积极探索清洁能源供暖新方式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

生态系统，其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等重要生态功能。

拉鲁湿地位于拉萨市区西北部，湿

地保护面积 12.2 平方千米，其中核心区

面积约为 6.6 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 3.39

平方千米，实验区面积 2.21平方千米，是

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

湿地，是拉萨市氧气的主要补给源，素

有“拉萨之肺”的美称。

图为拉鲁湿地一角。

本报记者 王超 摄

拉鲁湿地

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