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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地处西南边

境一线。近年来，随着国道 219 线的畅

通，这里旅游业日益兴旺，从乡里到村

里，除了民宿和土特产商店，生意最火

爆的还属各类特色餐馆。

“我在扎日做生意已经 10 年了，餐

馆也扩建了几次，尽管这里地处边境偏

远地区，但新鲜的蔬菜供应充足、价格

合理，食材有了保障生意自然好做！”扎

日乡重庆饭店的杜老板如是说。

记者从山南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目

前，山南市 566 个行政村发展“菜篮子”

产品零售网点 1153家，每个行政社区平

均建有 2 家，包括扎日乡在内的全市乡

镇村落均实现“菜篮子”满满当当。

近 年 来 ，山 南 市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国

家 关 于“ 菜 篮 子 ”市 长 负 责 制 的 政 策

要 求 ，强 化 统 筹 、发 展 生 产 、对 接 产

销 、落 实 保 供 ，积 极 推 进 现 代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让“ 菜 园 子 ”紧 跟“ 菜 篮

子 ”，实 现 了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山南市政府

市 长 挂 帅 出 征 ，牵 头 成 立 山 南 市“ 菜

篮 子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完 善“ 菜 篮 子 ”

工 作 机 制 ，制 定《山 南 市“ 菜 篮 子 ”批

发 零 售 市 场 规 划 书》《山 南 市 新 建 农

贸市场规划》，定期开展联席会议、专

项 督 查 、绩 效 考 核 ，形 成 了 全 市 农 业

供给需求相平衡的良性市场关系。目

前 ，山 南 市 大 力 发 展 蔬 菜 种 植 、畜 禽

养殖等产业，全市蔬菜常年种植面积

保 持 在 4 万 亩 ，蔬 菜 大 棚 总 座 数 3744

座、占地面积 6429.481 亩。

山南市注重基地打造，形成规模化

“菜篮子”，在成功打造乃东色康、贡嘎

县天惠生态循环农业科技产业园等多

个具备规模的蔬菜集中产区的同时，采

取常规品种、反季节品种互补方式，不

断加快“菜篮子”工程蔬菜品种更新换

代步伐，蔬菜供给品种从过去的萝卜、

白菜、甘蓝发展到现在的茄果类、根菜

类、食用菌等 30 多个品种，极大丰富了

群众的餐桌。

位于山南市神力时代广场内的大

型超市内，商场化的购物环境让市民买

菜变得更加舒适愉悦，无论是蔬菜、水

果、豆制品、干货还是生活用品，品类丰

富、价格实惠，让市民的生活变得更有

品质。山南市充分运用乃东区、扎囊县

地处交通干道的地域优势，实施中央预

算内投资项目 2 个，投资 2500 万元，建

成乃东区 40 亩物联网植物工厂建设项

目和扎囊县阿扎乡绿之源有机蔬果设

施温室建设项目，进一步夯实了本地产

品生产能力。同时，全市实施绿色、有

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证等农产品

“三品一标”四大行动，认证“三品一标”

202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 144 个、绿

色食品 40 个、有机食品 12 个、地理标志

农产品 6个。

“过去买菜得跑县里、市里，不仅不

方便还容易变质，现在每个村都有菜

店，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新鲜蔬菜、放

心蔬菜，真是太方便了。”琼结县拉玉乡

强吉村村民旦增感慨。近年来，山南市

出台系列惠商政策，营造和谐营商环

境，已发展蔬菜、肉类零售点 1158 家。

其中，公益性“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有

282 家，占比 24.6%。着力发展市场实

体，建成投用总投资 6551万元的山南市

“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乃东西区

农贸市场，建成运营山南绿源、贡嘎丰

裕、西藏绿之源、山南雅投等 6家企业自

行维护的冷链仓库，库容 8803.5 吨，切

实保障了群众吃得安心放心舒心。

本报拉萨 12 月 6 日讯（记者 桑邓旺姆）5 日，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水

利 工 程 建 设 专 项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了 解 到 ，今 年 以

来，我区各级水利部门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工

作 ，在 投 资 执 行 、项 目 建 设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河 湖

生 态 、城 乡 供 水 、水 利 工 程 运 行 管 护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效 ，实 现 了 良 好 的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和生态效益。截至目前，全区全口径落实水利投

资 93.68 亿元，同比增长 27.03%，有效激活释放水

利投资拉动作用。

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热旦介绍，今

年以来，全区水利行业树立“开局即决战、起步即

冲刺”的理念，实现开复工水利项目 364 个。重大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均 按 照 年 度 节 点 目 标 任 务 有 序 实

施 ：帕 孜 水 利 枢 纽 及 配 套 灌 区 工 程 成 功 截 流 ，康

卓 水 库 灌 溉 兼 放 空 洞 贯 通 ，旁 多 引 水 工 程 、弄 利

措 水 库 、梅 帕 塘 水 库 有 序 推 进 ，湘 河 工 程 完 工 验

收积极筹备，帕古等一批水库顺利通过合同完工

验收。全年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 15.83 亿

元 ，实 施 定 结 县 城 乡 一 体 化 、乃 东 区 亚 堆 乡 规 模

化 和 琼 结 县 加 麻 乡 集 中 供 水 等 供 水 工 程 297 处 ，

37.45 万农村人口受益。全年下达农村供水维修

养 护 资 金 0.88 亿 元 ，完 成 1246 处 工 程 维 修 养 护 ，

服务人口 20.47 万人。

同时，汛前完成 68 个水毁修复项目，对 9 座病

险水库开展除险加固，实施 14 条重点山洪沟治理

和 8 项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建设，实施 41 个中小

河 流 治 理 项 目 ，实 施 7 个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工 程 ，

215.36 平方公里土地“再添新绿”。此外，实现了

气象水利信息共享，及时发布各类预报预警信息

5.3 万条，实现江河顺利度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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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打好“组合拳”创建高原高质“菜篮子”—

让百姓吃得安心放心舒心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西藏产业发展观察

西藏普兰县千年古村实现美丽蝶变

稳 稳 的 电 稳 稳 的 幸 福
人民日报记者 琼达卓嘎

文物进课堂

文化润童心

科迦村地处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普兰县，属边境一线自然村，与尼泊尔

的雨莎村隔河相望，河道最窄的地方只

有 4 米宽。“科迦村距今已有 1000 多年

的历史，以科迦寺为中心，村居环绕相

连。”科迦村村委会主任加措介绍，目前

科迦村广播电视、电信、移动信号覆盖

率为 100%，农村水电实现全覆盖，农牧

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 100%。

一间 20平方米的作坊里，摆放着磨

好的糌粑。“这里是科迦村妇女合作社，

一般秋收后会忙活起来，这里负责加工

糌粑、豌豆糌粑和菜籽油。”合作社负责

人旦增玛说，成立科迦村妇女合作社是

为了解决赋闲在家妇女的就业，合作社

一年利润有十几万元，带动了 50多名妇

女增收。

“这几年，科迦村最可喜的变化就

是接入了大电网。”旦增玛回忆，以前在

合作社里干活，本来两个小时能做完的

事情，因为供电不稳要花四五个小时。

2020 年之前，普兰县主要依靠两个

小型水电站供电，一到冬季河道结冰，

断电便成了家常便饭。4 年前，随着阿

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阿里

自此接入全国电网，科迦村的老百姓有

了稳定的大电网。

“过去幼儿园里经常断电，想在班

级里放映视频都很难。现在下课后园

内 可 以 不 停 地 放 儿 歌 、广 播 ，还 能 让

孩 子 们 通 过 互 联 网 看 到 外 面 的 世

界 。”科 迦 村 幼 儿 园 园 长 拉 巴 仓 决 老

师说。

科迦村旅游资源丰富，每年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一些村民率先开起了家庭

旅馆，吃上了“旅游饭”。“我家的旅馆有

35 个床位，村里接入稳定的大电网后，

每个房间都提供热水、配备无线网络，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58 岁的村民加

央高兴地说，年轻时候自己开长途旅游

车，现在开家庭旅馆，今年收入有近 5

万元。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力度不断加

大，科迦村不但通了柏油路、自来水，还

新建了双语幼儿园、医务室等，水电路

讯网等基础设施也基本齐全。

走在村里整洁的街道上，只见路旁

一栋栋白色藏式小院鳞次栉比。坐在

门前享受冬日暖阳的老人们脸上满是

笑意。“我们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老人江白玛说。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施工队、藏香

厂工作。加措介绍，2023 年科迦村村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 1.8万元。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

年 11月 28日第 10 版）

距离 2024 年收官不足一个月，

密集上新的各省份地方政府再融资

专项债券发行公报，传递出一个鲜

明信号——

作 为 今 年 一 揽 子 增 量 政 策 的

“重头戏”，我国最新亮出的 12 万亿

元 地 方 化 债“ 组 合 拳 ”正 在 加 快

落地。

在全国上下努力完成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关键时点，在

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看待这一近

年 来 力 度 最 大 化 债 方 案 背 后 的

深意？

（一）

11 月 8 日下午 4 时，人民大会堂

香港厅挤满了中外媒体记者。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

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12 万亿元地

方化债“组合拳”。

这是一套“6+4+2”的“三箭齐

发”方案——

6，是指 11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的增加 6 万亿元债务限额置

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4，是指从 2024 年开始，连续五

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

安排 8000 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

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

债务 4万亿元；

2，是指 2029 年及以后年度到期

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万亿元，仍

按原合同偿还，不必提前偿还。

“三支箭”均指向海内外关注的

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

其风向标意义凸显。

为何选择在此时加力化解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风险

几何？ （下转第二版）

12万亿元地方化债“组合拳”怎么看
—当前中国经济问答之四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申铖 王雨萧

自 12 月 4 日起，西藏博物馆在拉萨市城关区、堆龙德庆区相关中小学校开展“行走的课堂——西藏历

史与文化流动展”进校园活动。此次活动将西藏博物馆荣获全国十大精品陈列特别奖的基本陈列《雪域

长歌——西藏历史与文化》《离太阳最近的人——西藏民俗文化》通过大屏幕呈现给青少年儿童，通过专

业讲解员对一件件精品文物的详细解读，将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展现给广大师生。

上图：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小学的孩子们参与知识竞答。

左图：讲解员向学生们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本报拉萨 12月 6日讯（记者 袁海

霞 通讯员 龚柱）日前，西藏自治区金

融学会发布《西藏金融数据中心建设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标志着西藏

首个金融团体标准正式落地。

据了解，《规范》由人民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牵头，联合中国银行西藏

自治区分行、建设银行西藏自治区分

行、西藏银行共同起草，对高原地区金

融数据中心建设的等级分类、设计指

标、综合选址、工程实施等各方面进行

了明确规范，特别是在建筑结构适应

性 、电 气 系 统 稳 定 性 、空 调 系 统 能 效

比、消防系统可靠性等关键领域提出

具体指标要求，解决了高原地区数据

中心建设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规范》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内

外权威标准与规范，多次开展调研、座

谈，广泛征集意见，并经过充分技术论

证，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规

范》的制定有利于提升西藏金融数据

中心建设质效和水平，推动金融行业

数据中心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下一步，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

行将持续贯彻落实“金融标准 为民利

企”理念，推动西藏金融标准发展，指

导金融社会团体的研发更多符合西藏

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团体标准，

以“ 标 准 引 领 ”驱 动 全 区 金 融 高 质 量

发展。

西藏首个金融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 第四版 ▶

果洛藏贡麻村发展有新篇

铆足干劲 精准施策

拉萨市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拉萨 12月 6日讯（记者 刘琳

琳）进入 2024 年最后一个月，拉萨市各

个项目建设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来到林周县强嘎乡，记者看到林

周农场红色文化教育与实训区项目正

紧锣密鼓地推进，工程车辆往来穿梭，

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奋战。该项目总

投资 5013 万元，新建教育与实训楼、生

活保障用房各一栋以及后勤与食堂用

房等。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

后，将利用林周农场现有文物资源和

历史资源，让参训干部感受知青岁月，

传承红色文化，真实感受红色历史，做

到永葆初心、永担使命。同时，带动周

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发展。”

据了解，拉萨市 2024 年第四季度

规 划 重 点 项 目 62 个 ，总 投 资 99.34 亿

元，计划完成投资 8.02 亿元，其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类项目 14 个，基础设施建

设类项目 17 个，生态环境保护类项目

14 个，基层政权建设项目 6 个，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项目 11 个。截至目前，已

开工项目 34 个，总投资 8.69 亿元，计划

完成投资 2.99亿元，其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类项目 9 个，开工率达 64%，总投资

1.68亿元。

拉 萨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相 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拉萨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将锚定 62 个项目四季度全

部开工目标，强化项目现场督导，建立

周调度制度，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以

实际行动将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