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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直播间促销，西藏拉萨市曲水

县居民索朗央吉在西藏本土某护肤品

品牌直播间下单了 2000 余元的高原护

肤品。

“第二天就收到了，产品与直播间

展示的一致。”索朗央吉说，时效、质量、

折扣这些因素促使她喜欢上了在直播

间购物。

拉萨消费者孙悦也爱在直播间购

物。她最爱购买的是藏鸡蛋。“和其他

购买渠道相比，直播间的藏鸡蛋更新

鲜，价格也实惠。”孙悦说，她已经在直

播间买藏鸡蛋一年多了，每次都很满

意。如今，她在直播间购买西藏本土产

品的范围扩大到了辣椒、土豆等。

近年来，融合了社交、娱乐、互动和

观感体验等诸多属性的直播电商在高

原快速兴起。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的数

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11 月，西藏全区参

与直播的农产品实现网上零售额 1.95

亿元。

顺应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越来越多

的高原商家开通了直播。今年 12月初，

拉萨蛋糕品牌“雪林卓雅”开通了直播销

售渠道。首场直播仅 2 个小时，销售额

就相当于平时一天的水平。品牌创始人

郑娜娜直呼，没想到直播销售的潜力如

此大。未来，将在选品、活动方面下功

夫，做好直播，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西藏民族大学教授、财经学院院长

陈爱东认为，直播电商信息沟通快、交易

方式活和交货时效高等特点，让消费者

有了更多选择，使生产者有了更多、更好

展销自己优质产品的机会，打破了高原

地域广、产品分散的限制，促进了高原内

部市场的流通，加速了西藏产品走出高

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走向全国乃至

世界。这也是电商兴农，赋能西藏特色

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为激发全区电商发展活力和内生

动力，今年 11 月至 12 月，西藏举办了首

届直播电商大赛。大赛启动以来 24 天

的初赛赛程内，来自西藏近 60个县区的

162 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千万

元，带动了冬虫夏草、肉干肉脯、灵芝产

品等西藏农特产品走上“云平台”，充分

展示了直播电商在促进消费、推动“藏

品出藏”等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决赛的 2 个小时直播中，拉萨德

丽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德吉卓玛和

她的助播团队实现销售额达 55万元，获

得“最美藏品推荐官”金奖。今年 31 岁

的德吉卓玛已创业 11 年，起初，公司主

要依靠传统销售渠道。5 年前，公司进

入直播电商赛道，每年直播营业额达四

五千万元。

“通过直播，我们与消费者可以更直

接有效互动，这促使我们不断围绕消费

者需求推出新的产品、提升产品品质。”

德吉卓玛说，直播架起了企业和消费者

沟通的桥梁，能够更直接反馈产品效果

和消费者的新需求，促进了企业和品牌

的成长。未来，他们将依托直播电商，开

拓更大市场，让产品更好走出高原。

直播电商主播们用镜头展示优选

藏品的独特魅力，不仅打造了西藏电

商新名片，也展现了西藏电商产业的

巨大潜力。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

果凯介绍，在直播电商带动下，2024 年

前三季度，西藏全区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实现 138.0 亿元，同比增长 91.1%，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的 20.6%，

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云动力”。

果凯表示，下一步西藏将推动出台

直播电商示范基地、直播达人认定管理

办法，全力培育扶持直播电商示范基

地、直播达人，完善西藏直播企业库、直

播人才库、直播带货选品库，融合搭建

直播企业、达人与供应链对接平台，打

造直播电商发展良好生态，实现“以赛

聚才、以赛兴业、以赛促用”。

首届直播电商大赛也搭建了供应

商、品牌方与直播机构对接的桥梁。60

多家本土企业为赛事直播带货提供了

产品保障工作，也为建立西藏直播选品

库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赛的举办，为企

业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林

芝市巴宜区搭末拉工贸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述超说。

（转载自《经济日报》2024年 12月

29日第07版）

直播电商为发展注入“云动力”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近日，林芝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工作人

员开展元旦节前市场监管领域专项检查，

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工作人员以超

市、农贸市场、旅游市场、加油站等为检查

重点，详细查看食品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要

求、销售食品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情况。

同时，开展特种设备、药品安全检查和烟

花爆竹零售店安全检查，营造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

图为工作人员在超市开展食品安全

检查。

本报记者 王珊 刘枫 摄

全力筑牢

市场安全防线

本报拉萨 12 月 30 日讯（记者 张

宇 见习记者 土旦仁青）近日，记者从

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2024 年，我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用好用足增发国债、一

般债券等政策，全口径落实水利投资

100.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7%；完成投

资 83.23亿元，比上年增长 40%。

水利投资方面，52 个增发国债项

目落实投资 21.43 亿元，完成投资 21.43

亿元，已完工 49 个项目，投资完成率

100%，资金支付率 96.9%；73 个自治区

重点建设项目落实投资 36.95 亿元，完

成投资 39.72 亿元，已完工 68 个项目，

投资完成率 107.5%，提前 2 个月超额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同时，充分发挥水利

建设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累计吸纳就业人口 4.71万

人，促进增收 9.2亿元。

项目建设全面提速，采取领导包

保、“周调度、月通报”、蹲点督导等措

施 ，在 确 保 工 程 质 量 和 安 全 前 提 下 ，

着 力 加 快 项 目 重 大 水 利 、饮 水 安 全 、

农 田 灌 溉 、防 灾 减 灾 、生 态 治 理 等 工

程实施进度，共计投入运行工程项目

310 项 ，全 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进 一

步改善。

2024年全区落实水利投资超 100亿元
完成投资超83亿元

2024 年 11 月 16 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西藏登山大会最后一个子项目——

2024 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

赛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吉仓自然

岩壁场地开赛；

2023 年以来，每年的 1 月 1 日，夺底

街道都会举办自行车嘉年华新年登高

赛活动，比赛以选手们骑着自行车“登

高”爬坡形式进行，大家你追我赶，节节

攀升，充满着对新年新气象的展望；

……

走 进 拉 萨 市 城 关 区 夺 底 街 道 ，俨

然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有大片的

农田、错落有致的藏式房屋、郁郁葱葱

的林卡、纵横交错的小溪、繁茂的小树

林。这里还有“邻里农场”、社区食堂、

托幼中心、艺术共享空间、国学课堂。

在 这 里 ，各 族 群 众 共 融 互 嵌 ，共 同 发

展，绘就了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

画卷。

2024 年以来，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

道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贯彻落实

全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精神，突出

“五大理念”“五个并重发展”，以全域旅

游配套大发展战略为依托，把落实城关

区“文旅融合先行区”建设作为落实“全

域旅游”的有效路径，稳步推进资源整

合、设施配套、服务提升，促进辖区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据统计，2024 年截至目前，夺底街

道共计接待游客超过 30万人次，同比增

长 7%，实现旅游收入 2978 万余元，同比

提高 8%。维巴村上榜第二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镇名单”、拉萨市第一批“乡村旅游

示范村”；洛欧村被国家民委评为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辖区内擦擦文化展

览馆和堆绣唐卡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

非遗保护名录。

按照“整体规划、分批实施，示范

引领、串珠成链”的工作思路，夺底街

道依托特有的山水优势、沟域文化大

力发展林卡旅游。近年来，大大小小

的林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牌林卡

洛欧庄园、巴斯度假村，网红林卡朵拉

恰牧不断加强宣传推广力度，2024 年，

实施了游泳林卡（秀美夺底布谷山庄）

及洛欧林卡（喀多欢聚林卡）提升改造

项目，进一步丰富了夺底街道旅游资

源，夺底林卡休闲游的“金名片”已初

步形成。同时，结合辖区的擦擦文化

展览馆、堆绣唐卡传习基地、钱币博物

馆、登山博物馆、水电站遗址、洛欧庄

园、徒步栈道、拉萨之眼等资源，夺底

街道充分做好“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文章，通过挖掘和保护传统文化，结合

现代旅游需求，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

擦擦文化展览馆、趣真藏香成功打造

体验基地，吸引游客深度参与，体验传

统文化魅力，实现了旅游产业与文化

传承的双赢。

夺底街道扎实推进城市缝补、背街

小巷治理、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等行动。

2024 年，申请上级资金 1.2 亿余元，实施

人居环境整治、沟域治理、产业提升等

项目，目前均已完工，群众和游客对城

乡环境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了旅游产

业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围绕元旦、春节、藏历新年、雪顿节

等节庆节点，精心举办“夺底街道好客

藏家邀请您过大年”等特色文化活动，

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结

合自驾游、休闲游、乡村游、研学游等个

性化需求，打造多样化、特色化旅游线

路。易措湖徒步栈道是一条全长 5公里

的栈道，尽头是因形似一滴泪水而被称

为“拉萨最后一滴眼泪”的易措湖，湖底

与大昭寺相连的传说以及栈道串联起

来的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

以及本地居民群众前往，促进了夺底旅

游业发展。项目建成以来，夺底街道每

年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宣传推广，并将其

打造为夺底沟“户外旅游+徒步+文化

宣传”的典型项目。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夺底街道将深入实施

特色文旅产业培育工程，持续推进“文、

旅、体”深度融合发展，为拉萨打造成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贡献力量。

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姚闻

本报拉萨 12 月 30 日讯（记者 段

敏）30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

区政协党组副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协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 11 次、

自治区政协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4 年第 12 次学习会，传达学习中宣

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文化思

想学习纲要〉的通知》，并围绕主题进

行交流研讨。

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孟晓林，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白玛旺堆、俞允贵、王刚出席。

会议指出，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习

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从“十二个方

面”详细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

心要义，要按照中宣部的通知精神，发

挥 党 组 成 员“ 关 键 少 数 ”示 范 引 领 作

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推动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走

深走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

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要义，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

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加强

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西藏共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要发挥协商优势，围绕文

化强区建设建言资政、献计出力，助推

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实落地，为筑

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文化

根基贡献力量。

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 开 2024 年 第 11 次 学 习 会

斯朗尼玛主持 孟晓林白玛旺堆
俞允贵王刚出席

本报拉萨 12 月 30 日讯（记者 次

仁片多）30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汪海洲主持召开自治区文

艺界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座

谈会暨文艺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达学习全

国文艺界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

想座谈会精神，新一届文联主席团代

表、艺术家、高原文化名家代表作了交

流发言。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志涛，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扎西达娃出席。

汪海洲指出，近年来，在自治区党

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广大文艺

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牢牢把握文艺

创作规律，推出了一批批深受各族群

众喜爱的文艺精品，为繁荣发展我区

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西

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汪海洲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新

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总结，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准确把握新形

势新任务，不断增强推进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

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和改

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扎实推动各项

工作任务落实落地，不断推进文化强区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地市设分会场。

汪海洲在自治区文艺界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

文化思想座谈会暨文艺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推 出 更 多 精 品 力 作

徐志涛扎西达娃出席

本报昌都 12 月 30 日电（记者 万

慧）12 月 30 日，记者从昌都市“红色昌

都·振 兴 奋 进 ”活 动 动 员 部 署 会 上 获

悉，昌都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红

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为主要内容的

系列群众性竞赛活动。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的地方，解放西藏从昌都战役开始，第

一 个 党 组 织 、第 一 所 学 校 、第 一 家 医

院、第一个邮政所等西藏历史上的诸

多“第一”都是由昌都创造。开展“红

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是昌都市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

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实现“一切

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

领示范市”工作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

推动昌都由稳定向长治久安转变的治

本之策。

据悉，“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

将紧紧围绕“理论政策宣讲比赛、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比赛、故事诵读比赛、歌

舞比赛、摄影和短视频比赛、传统生产

生活技能比赛、现代生产技能比赛”7项

活动来展开。活动分为团体赛和个人

赛，自下而上开展，群众全员参与，乡镇

干部、驻村驻寺干部、村（社区）“两委”

干部（选派第一支部书记）、各类专干等

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活动时间全

年贯通，每年 8 月初至三江茶马艺术节

期间将举办市级决赛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成果将运用

于昌都市选树标杆、增加群众就业收

入以及干部使用导向等方面。届时，

在比赛中获得优胜的集体和个人将获

得市、县、乡、村四级的重点培养、优先

支持扶持创业等的奖励，昌都市委、市

政府还将在每年的三江茶马文化艺术

节对获得全市前三名的优胜者颁发奖

牌、奖章和奖金；对获得全市第一名的

优胜者拍摄制作专题宣传片，并享受

优先或免费各类公共服务、疗养等优

待；各级组织部门还将在活动中发现

培养、选拔使用优秀干部，以形成示范

带动作用。

昌都市召开“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动员部署会

（紧接第一版）全会全面总结一年来全

区各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每一项成

绩、每一个数字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

值取向和实干担当，是沉甸甸、实打实

的汗水结晶，完全客观真实，进一步激

发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有温度！全会

深刻把握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形势的科

学判断和对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政策取向，从 5 个优势和 4 个劣势精准

分析我区形势，既指问题不遮掩，又明

优势鼓干劲，有深度！全会对明年经济

和党建工作的系统部署，既体现了统筹

结合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未

来所向的与时俱进思考，又彰显了一以

贯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战略定力，为我们

指明了路径、传授了经验、教授了方法，

有实度！

按照会议部署，就下一步如何推动

那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担好

那曲责任、作出那曲贡献，扎西多吉提

到以下 7点举措——

紧盯“扩大内需”任务。用足中央

预算内投资、国债、专项债和加力扩围

“两新”等政策，科学谋划项目，加大跑

办对接，积极争取落地，全力做好国道

109 线提质改造和梅帕塘水库项目建

设；借力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一体

抓好节假日促消费、赛马经济、生态文

旅活动，一手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

风貌建设。

紧盯“特色产业发展”任务。统筹

招商引资与做大本土企业，进一步谋

深做实资源、生态、文化、区位等特有

优势的价值转化机制和载体，全力服

务保障羌塘油气资源评估，提质增效

生态农畜产品深加工、生态文旅、藏医

药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清洁能源、氢

氧及盐湖综合利用开发等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通用航空等新兴产业，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

紧盯“区域协同发展”任务。发挥

那曲交通优势，积极融入首府 3 小时经

济圈，打造综合仓储物流基地，缩短阿

里、昌都物流里程，为全区物流降本增

效提供支撑。

紧盯“改革开放”任务。全面完成

国企改革三年深化提升行动，压减 15

家低效益企业，市属国有企业平均资

产负债率降至 70%以下；加快拉萨“飞

地”园区建设；以尼泊尔托卡市友城渠

道为突破口，以今年出访为契机，拓展

对外商品经贸、生态文旅、产业互补等

方面的合作空间，更好服务党和国家

外交大局。

紧盯“民生保障”任务。接续抓好

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乡村振兴 那曲奋

进”活动，高质量推进“双共”奋进队建

设，做好“四项增收”文章，持续改善农

牧区人居环境，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极地

高原群众氧气暖气、供电通信、教育医

疗等民生实事，温暖民心、凝聚人心。

紧盯“低碳发展”任务。加快推进

中国那曲——青藏高原极地种质资源

保护研究中心建设和赋能应用，努力攻

克畜种繁育、本土草种培育等“卡脖子”

技术和草畜平衡难题，扎实做好藏西北

生态涵养区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

区域管理和羌塘国家公园创建，审慎发

展碳汇经济，充分彰显生态是那曲的最

大底气、最大成色和最大核心竞争力。

紧盯“安全底线”任务。始终警钟

长鸣、警惕常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扛牢政治安全第一责任、维护稳定第

一任务，坚决确保安全不出事、维稳不

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