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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狮泉河电（记者达珍 洛桑旦增）2024 年，阿里地区在河

湖保护工作上积极作为，亮点不断，通过多种有效举措让地区

河湖生态迎来新面貌。

为巩固提升河湖长制实效，强化辖区内河道管理，阿里地

区全面推动河湖长公示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河湖换发“电子

身份证”，实现了河湖长公示牌“一牌一码”与信息线上管理。

据悉，以往传统的河湖长公示牌存在信息更新慢、效率低、耗资

多以及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而如今的“一牌一码”举措，每

块河湖长公示牌对应一个二维码，公众扫描二维码就能知晓河

湖名称、等级、起止点、各级河湖长、河湖警长、联系部门和联系

人姓名、联系方式等诸多关键信息。这一举措充分运用数字化

成果，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减轻基层负担，收获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

阿里地区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系统治理，围绕河湖长制六大任务，积极破解高原幸福河湖

建设难题。在中曲流域重点河段、水文水质站、游客景点等重

点位置安装 4 套水文气象自动监测站、4 套水质自动监测站、10

套视频在线监控设备，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视频监控等

多种监测手段，构建了高精度流域数据底板，打造出首个适应

高原河湖特性的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了防洪“四预”、水资源管

理、水环境保护和河湖巡查等全链条数字化与智慧化。不仅如

此，还精心打造多样休闲亲水场所，提升了神山圣湖旅游区品

质，让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如今，智慧中

曲建设成果已然成为向国内外游客展示智慧水务智惠于民、民

族团结的重要窗口，河湖面貌持续改善，呈现出“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人水和谐”的美丽景象，为青藏高原河湖管理保护和幸

福河湖建设提供阿里经验。

本报那曲电（记者 赵书彬）那曲，是长

江、怒江、澜沧江、拉萨河等众多大江大河

的发源地，拥有“江河源”“高原水库”“中

华水塔”等美誉。近年来，那曲市积极响

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号召，深入实施河湖

长制，全力推动河湖保护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藏北草原河流如织，湖泊如镜，

共同绘就了一幅壮丽的生态画卷。

目前，那曲市重要江河源头均已列入

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实行最严格措施，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那曲市把

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

加强江河源水资源水生态保护，守护好青

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为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高地作出应有贡献。2023 年，

那曲市举办了首届“江河源”保护论坛，动

员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保

护那曲的生态环境、守护好这片江河源。

从安多县的帕曲河到色尼区的次曲

河，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配备了专

门的河湖长，定期巡查、清理垃圾、监测水

质，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藏北草原的碧水清

流。2023 年，安多县帕曲河（拉日曲）荣获

自治区“健康美丽幸福河湖”称号。色尼

区实现了 95 条河流、19 个湖泊“河长”“湖

长”全覆盖。同时，色尼区还投入大量资

金，在次曲河城区段安装了拦截河面白色

垃圾的装置，有效提升了次曲河的水质，

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宜居的生活

环境。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那曲共实施

生态修复、环境基础、江河源保护、国家公

园创建等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项目 124 个，

累计投资 32.7亿元。目前，那曲市自然保护地总面积达 33.12万

平方公里，占全区自然保护地面积的 54.2%，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 99%以上。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落实生态岗位

8.79 万个、各类生态保护奖补资金 17.71 亿元，广大群众在生态

保护中得到实惠。

下一步，那曲市将继续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深入推进河湖

保护工作。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宣传引导

等措施，那曲市将努力打造更多“健康美丽幸福河湖”，为高原

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无序地、不规范地采砂造成河道破坏严

重，是河湖治理的一大堵点问题。

自治区水利系统持续推进中小河流流域

综合治理，加强水资源管理，纵深开展河道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严格涉河建设项目管

理，大力建设幸福河湖，推动各级河湖长和相

关部门履职尽责，推进河湖长制从“有名有

责”到“有能有效”。

针对我区在河湖治理保护中发现非法采砂

影响河势稳定、破坏河湖生态，违法建设侵占水

域岸线、影响防洪安全等问题，日喀则市相关部

门及时整改并跟踪整改落实，有效治理河道采

砂领域的问题，加大河湖治理保护力度。

日喀则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日喀则市组织开展了

为期 3 个月的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期间，我们将河道非法采砂作为

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巡河湖重点内容，各

县区开展摸底排查 60 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次；通过多平台发布整治公告，市、县联

动加大巡查频次，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15 起，依

据相关法规，没收违法所得 11.5 万余元、罚款

4 万元，有效打击了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保护

了河道生态环境。”

同时，日喀则市深入开展河道非法采砂

长效管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等

现代科技手段，对全市重点河湖进行“四乱”

问题排查。为进一步规范河道采砂行为，日

喀则市水利局正在编制全市河道采砂总体规

划，并修订《日喀则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监管，保护好日喀

则市的水资源。”该负责人说。

昌都市地处藏东地区，大江大河众多，在

河道采砂管理方面的工作更为复杂——积极

配合做好川藏铁路、澜沧江河段沿江公路等

大型建设项目河道采砂、涉河审批、水资源论

证、水土保持审批等前期工作；同时将河湖长

制工作列入市委党校生态文明专题培训内

容，组织市、县两级业务骨干参与河湖管护、

执法监管等业务培训。

针对采砂业主违法盗采、偷采等现象屡

禁不止，加工料场粉尘污染影响空气质量，河

道内乱堆、乱放等问题，林芝市重拳出击，持

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推动砂石行

业实现由“乱”向“治”的转变。

新时代河湖治理征程上，我区将继续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河湖综合

治理目标任务，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持续完

善河湖长制工作方案，为着力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再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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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卓玛七林卓玛七林 张宇张宇

河湖，作为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是水资源的载体，更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河湖治理，对于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设美丽

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全区水利部门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高位推动河湖长制、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强化河道采砂

管理，河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高位推动河湖长制 守护高原水脉的坚实屏障

2017 年以来，西藏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各

级党委、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区党委、政

府主要领导担任自治区总河长，22 位自治区

级领导担任自治区级河湖长，全区 1.47万名河

湖 长 强 化 责 任 担 当 ，确 保 河 湖 长 制 落 到 实

处 。 截 至 目 前 ，各 级 河 湖 长 累 计 巡 查 河 湖

138.9 万人次，5.9 万名巡河员开展河湖日常巡

查管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

工作格局。

行驶在中曲河沿岸，河湖长制的管理公

示牌随处可见，途中还能见到各级河湖长开

展巡河护河工作的身影。“很难想象，虽处在

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这里的生态保护得

很好，河岸整洁、河道畅通。”来自成都的游客

小唐说道。

近年来，阿里地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决策部署，落实地委“12114”工作思路，充分

发挥河湖长制组织协调、调度督导、检查考核

等职责，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推动河湖长制从“有

名”向“有实”，从“见河长”到“见行动”、再到

“见成效”转变。

“保证河清湖净成为我们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责任清

单之一。”阿里地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地区已形成地区、县、乡、村四级河湖

长体系，各级河湖长积极履职，持续健全河湖

管护责任链，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护工作。

中曲河的今日风光，是阿里地区高位推

动河道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区，像

中曲幸福河这样通过治理而重现美景的河湖

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生态的

亮丽名片。

积极推进生态修复 打造高原水文化城市的生动实践

漫步拉萨河畔，宽阔的河面风光

和整齐的堤岸造型，给人视觉上的享

受；浅滩处，飞鸟翔集、鱼游浅底，清新

之感扑面而来——这里已成为市民休

闲散步的绝佳去处。

以 前 的 拉 萨 河 ，可 不 是 这 样 的 。

“河面狭窄且多泥沙，两岸多是原始的

草地和零星的农田，可以说是毫无美

感，更别提来此散步了。”市民次旺卓

玛说。

近年来，拉萨市致力于打造高原

水文化城市，围绕拉萨河开展了一系

列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工程。

2013 年，拉萨市有序实施拉萨河

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在拉萨河城区

中段 20公里范围内，规划建设了 6个拦

河闸挡水工程，不仅有效调节了河水

流量，还为沿岸绿化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随着工程的深入推进，近 20 公里

的绿化带逐渐形成，为城市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9 年，拉萨市又启动了拉萨河

城区综合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对 7 段

护岸进行全面治理，滨河公园、南山公

园、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等配套滨水

生态景观相继建成，新增绿化面积达

到 3052 亩。这些工程建设，不仅显著

改善了河湖生态环境，还提升了城市

的功能品质，让市民在绿水青山中增

强幸福感；

拉萨市还积极实施了中心城区水

系修复及生态治理工程，修复治理水

系里程达 53.1公里，全面消除水系沿线

污水直排口，有效提升城市水景观和

宜居度；

……

如今，越来越多像拉萨河一样，通

过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那曲市推进河湖“清四

乱”常态化、规范化，帕曲河（拉日曲）

重现昔日光景；经过 40 余年的防护林

建设，山南市雅江中流形成一道绵延

不绝的“绿色长城”；昌都市与那曲市、

林芝市以及青海省玉树州、四川省甘

孜州等毗邻地区签订联防联控联治协

议，联合开展跨界河湖巡查，澜沧江、

金沙江等水域生态恢复如初……

纵观全区，通过开展河湖长制和

河湖治理与开发，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全 区 主 要 江 河 湖 泊 水 质 整 体 保 持 良

好，74 个县城建成区无“黑臭”水体，国

控、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达

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强化河道采砂管理 维护河湖生态的坚实保障

那
曲
市守

护
碧
水
清
流

共
筑
生
态
屏
障

阿里地区

河湖治理走向数字化智慧化

日喀则江孜县

提高河湖管理水平 推动人水和谐共生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保护水资源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大事。近年来，日喀则市江孜县不折不扣落实好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各项任务，不断提高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水平，推动

人水和谐共生。

江孜县强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完成日朗普曲、金嘎擦曲 2

条规模以下河流管理范围划定验收工作，设立河道沿线实体界

桩 18 根、电子界桩 70 个、标示牌 17 个，严格依规加强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复核整改卫星遥感四乱问题，促进河湖

休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加强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严格

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完成江孜县卡堆南北灌区等 5 处取用水单位及项目的水资源论

证报告编制、下达行政许可通知工作。强化水污染水环境防

治，对县域农牧区千吨万人饮水水源点工程划定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设立隔离防护设施、警示标志，水质均能达到Ⅲ类

标准以上，群众用水方便、用水安全得到保障。

在执法巡查监管方面，江孜县全面落实“河长+检察长+警

长”工作机制，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原则，严格压实“三长”工

作职责，主动接受公众监督，进一步规范辖区河道采砂管理秩序，

坚决遏制各类违法行为，截至 2024年 10月底，县级河长巡河次数

75次，乡级河长巡河次数 517次，村级河长巡河次数 5704次。

此外，为凝聚合力，江孜县更新河湖长制公示牌 62 个，结合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活动积极开展水资源保护、水法、防

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宣传 13次，发放宣传手册 2150余份，受益

群众近万人。

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美如画的拉昂错。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本报通讯员 刘晓东 摄

林芝市波密县清澈见底的嘎朗湖。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拉萨河一侧。

本报记者 索朗旺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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