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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 者 卢文静）近

日，由拉萨市达孜区住建局联合塔杰

乡政府开展的达孜区塔杰乡垃圾分

类积分兑换超市揭牌仪式举行，吸引

了众多村民、环保志愿者参与，标志

着达孜区垃圾分类积分兑换体系已

初步形成。

揭牌仪式上，达孜区住建局工作人

员强调了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的

重要性，表示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将

为村民提供一个便捷、实用的平台，村

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从而激励更

多的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随后，达孜

区住建局及塔杰乡政府相关负责人共

同为超市揭牌，宣布塔杰乡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超市正式投入运营。

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宣传展板

与互动环节，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向村

民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和积分

兑换流程，大家积极响应，纷纷表示将

全力支持环保行动。垃圾分类积分兑

换超市的设立，不仅有助于提升村民

的环保意识，还将有效减少垃圾填埋

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目前，达孜区

已在主城区、塔杰乡、唐嘎乡分别设立

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初步做到达

孜区全覆盖。

“目前，我们积分超市可兑换物

品有 20 多种。下一步，我们将充分

利用好积分超市兑换功能，加大垃圾

分类的宣传力度，有效提高村民的环

保意识和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为

改善人居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

献力量。”达孜区住建局工作人员说。

拉 萨 市 达 孜 区 塔 杰 乡 垃 圾

分类积分兑换超市正式投入运营

在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

170 多座温室大棚鳞次栉比，大棚内番

茄、黄瓜、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

“过去，一说蔬菜，就是萝卜、白菜、

土豆。为做大做强果蔬产业，村集体创

办了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今，

我们吃的蔬菜品种不仅更多了，还有 10

余 种 果 蔬 从 大 棚 里 源 源 不 断 走 向 市

场。”彭仓村原党支部书记边巴顿珠脸

上溢满笑容。

小小“菜篮子”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民生大事。近年来，自治区认真贯彻落

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坚持政府引

导、经营者为主、市场化运作思路，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着力推动“菜篮子”产

品的生产发展、市场供应、质量安全等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让群众的“菜篮子”

拎出满满幸福感。

品种不断丰富

近日，记者来到柳梧农贸市场，在

二楼蔬菜区，每个摊位上都摆满了各式

各样的新鲜蔬菜，白菜、菠菜、西红柿、

花菜、油麦菜等应有尽有。蔬菜销售商

一边整理摊位上的蔬菜，一边热情地招

呼着顾客。

“我家住在市场附近，经常过来买

菜。不管什么季节，这里的蔬菜都很新

鲜，种类也很丰富。”来买菜的拉萨市民

蒲女士说。

“菜篮子”工程一直都是我区注重

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主要以蔬菜种植为主，还有

一些水果、菌类……”今年 58 岁的次仁

平措，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现代

设施农业示范园工作已经十几年了，平

时负责园内日常管理工作。他说：“刚

开始园内种植蔬菜的品种比较少，随着

经 济 不 断 发 展 ，市 场 需 求 也 在 不 断 变

化，辣椒、茄子等品种已经不能满足消

费者需求。为了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园

区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还增加了蔬菜

品种。”

“经过不断发展，从最初简易大棚

到现在标准化大棚，从零星几座到 330

座大棚，从几个品种增加到 40 多个，园

区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新品

种从这里走到市民的餐桌上。”说起这

些，次仁平措心里满是骄傲。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羊达乡现代设

施 农 业 示 范 园 的 蔬 菜 产 业 变 化 并 不

是 个 例 。 近 年 来 ，全 区 大 力 推 进 蔬 菜

生 产 基 地 建 设 ，在 广 泛 调 研 论 证 的 基

础上，积极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

新 技 术 、新 模 式 ，大 胆 探 索 试 种 蔬 菜

瓜果新品种，不断加快“菜篮子”工程

蔬 菜 品 种 更 新 换 代 步 伐 ，过 去 的 萝

卜、白菜、土豆“老三样”一去不复返，

越 来 越 丰 富 的 蔬 菜 品 种 走 向 群 众 的

餐桌。

质量不断优化

凭 借 大 力 发 展 设 施 农 业 ，近 年

来 ，拉 萨 市 曲 水 县 南 木 乡 江 村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蔬 菜 村 ”。 跟 土 地 打 了 30

多 年 交 道 的 江 村 村 民 边 巴 见 证 了 西

藏 蔬 菜 产 业 的 飞 速 发 展 。“ 以 前 我 们

一 般 种 植 小 白 菜 、土 豆 等 ，现 在 温 室

大棚建起来了，圣女果、水果椒、秋葵

等 果 蔬 种 类 越 来 越 丰 富 ，而 且 这 里 的

果 蔬 是 绿 色 有 机 的 ，比 较 新 鲜 ，也 很

健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入口”的东西不仅

要美味，还要健康营养。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的一个蔬菜摊位上，蔬菜销售商谢

先生正忙着为顾客称重，他将一袋袋包

好的蔬菜整齐地摆放在摊位一角，等待

着顾客取货。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为了防止

蔬 菜 冻 伤 受 损 ，我 们 会 给 蔬 菜 铺 上 薄

膜，再盖上厚厚的棉被，以确保蔬菜在

寒 冷 的 冬 季 也 能 保 持 新 鲜 。”谢 先

生说。

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幸福”，是保障

民生的重要抓手。为让百姓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近年来，我区将“菜篮子”工

程作为重点工作，不断加大农产品检测

力度，确保农产品“不合格不上市”，守

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绿色又安

全的农产品装满群众的“菜篮子”，广大

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

供给持续提升

山南市隆子县扎日乡，地处西南边

境一线。近年来，随着 219 国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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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扎日乡做生意已经 10 年了，

餐馆也扩建了几次，这里地处边境偏远

地区，过去买菜得跑县里、市里，不仅不

方 便 还 容 易 变 质 ，现 在 蔬 菜 店 逐 渐 增

多，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新鲜蔬菜、放

心 蔬 菜 。 蔬 菜 供 应 充 足 ，食 材 有 了 保

障，生意自然好做。”扎日乡重庆饭店的

杜老板说。

近年来，我区通过政策引导与项目

支持，持续扩大“菜篮子”产品生产规

模 ，蔬 菜 生 产 自 给 率 不 断 提 升 。 据 统

计，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全区蔬菜种

植面积达到 45.51 万亩，蔬菜产量达到

95.17万吨、产量同比增长 3.72%。

同时，我区强化统筹、发展生产、对

接产销、落实保供，积极推进农业科技

园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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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区农业科技园区总数已达

14 家 ，其 中 国 家 级 4 家 ，自 治 区 级 10

家。这些园区初步覆盖了西藏的主导

产业和主要产区，一批产业特色鲜明、

创新要素高度聚集、生产方式绿色、一

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高地

正在形成。

风好正扬帆。如今，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发力方向。

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雪域高原上

的“菜篮子”工程正朝着更高质量、更高

效益的目标迈进。

本报拉萨讯（记者 梁兰）近日，为

切实保障各县区困难群众安全度过冬

春时节，帮助特殊困难群体抵御严寒，

拉萨市各县区民政部门迅速行动，积

极开展寒冬“送温暖”系列活动。

拉萨市城关区民政局聚焦老年

群体需求，为辖区内 626 位符合条件

的老人无偿发放紧急呼叫器，并邀请

专业人员现场演示操作流程，力求让

每位老人都能熟练使用。“太感谢党

和政府了，还有民政局、社区的工作

人员！有了这个呼叫器，以后不管是

生病还是不小心摔倒，都能马上联系

到社区，心里特别踏实。”尼卓林社区

居民拉姆激动地说道。

堆龙德庆区民政局联合爱心企

业，在东嘎街道祥和苑社区举办“爱

心集结，共创明天”关爱困境流动儿

童慰问活动。现场为 30 名困境儿童

送上慰问礼包，还为 4 名孩子额外发

放每人 1000 元的慰问金。工作人员

马不停蹄，又奔赴德庆镇和古荣镇，

为孩子们送去帽子、手套、围巾等保

暖物资，让孩子们在寒冬中也能感受

到浓浓的暖意。

达孜区民政局心系德吉新村的贫

困残疾人，寒冬临近之际，开展温馨慰

问活动，为残疾群体送去价值 7000 余

元的保暖衣物、棉鞋、防寒帽等生活用

品，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让残疾

人在冬日里也能舒适生活。

林周县民政局在林周县法治公

园举办“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推动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宪法宣传活动。

活 动 发 放 各 类 法 律 知 识 宣 传 册 1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20 余人次，让民

政 惠 民 、双 拥 优 抚 政 策 更 加 深 入 人

心，进一步提升民政和双拥工作的透

明度。

墨竹工卡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

局携手县文旅局，在特困人员集中供

养服务中心开展送温暖活动。文艺表

演精彩纷呈，工作人员与老人一起包

饺子、拉家常，让特困集中供养老人的

精神世界更加充实，真切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曲水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积极落实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保

护政策，开展寒假特别关爱行动，为

全县 57 名留守儿童和 33 名困境儿童

送去价值 1.08 万元的三件套慰问品，

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学习，助力孩子们

温暖过冬。

当雄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深入各乡镇，走访慰问 8 个乡镇 40 户

因年迈、生病、失业等导致生活困难

的退役军人家庭。慰问组逐户交流，

详细询问身体、生活、家庭状况，耐心

倾听心声诉求，送上慰问物资，将党

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

尼木县召开 2024 年社会救助联

席会议，并举行困难群众冬季取暖物

资发放仪式，为全县 532 户 994 名困难

群 众 发 放 棉 衣 、棉 被 、牛 粪 等 价 值

24.56 万元的御寒物资，让困难群众在

寒冬中感受到浓浓的关爱。

拉萨市各县区民政部门通过一

系 列 扎 实 有 效 的 行 动 ，不 仅 为 困 难

群 众 送 去 物 质 帮 扶 ，更 给 予 他 们 心

灵 慰 藉 ，让 困 难 群 体 深 切 体 会 到 党

和 政 府 的 关 怀 。 未 来 ，拉 萨 市 民 政

部门将持续把关爱困难群众作为重

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切实将

关 爱 服 务 做 到 位 ，不 断 提 升 群 众 的

幸福感与获得感。

本报泽当电（记 者 旦增玉珍）近

日，全区首个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

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在山南

市开工建设。这一项目的正式启动，标

志着我区在氢能产业的探索与发展上

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于推动地区新能

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项

目由湖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武汉市

第十批援藏工作队引进，是山南市新能

源建设的关键项目之一。山南市正处

在新能源建设的关键期和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期，该项目的落地将有效填补西

藏在氢能领域的产业短板，为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开工仪式上，相关领导表示，山

南市将全力支持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

范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希望雄韬电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够坚持绿色化、低

碳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人才优势和专利优势，与山南结

为 命 运 共 同 体 ，共 同 开 拓 氢 能 产 业 的

“新质沃土”。

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项

目规划科学、布局合理，计划分三期进

行 建 设 。 项 目 将 围 绕 新 能 源 发 电 、新

能源锂电储能设备、制氢、氢能装备制

造 以 及 氢 能 整 车 应 用 等 多 个 领 域 展

开 ，致 力 于 打 造 一 个 全 方 位 的 氢 能 产

业 生 态 链 。 其 中 ，项 目 一 期 将 重 点 建

设 制 氢 制 氧 工 厂 和 加 氢 站 ，预 计 在 今

年下半年即可建成并投入使用。投产

后 ，制 氢 制 氧 工 厂 将 具 备 每 小 时 生 产

1000 标立方高纯度氢气和 300 标立方

高纯度氧气的能力，日耗电量约为 11

万度。

据了解，为确保产品的质量和稳定

性，制氢制氧工厂将采用国际先进的生

产工艺和设备。同时，加氢站的建设也

将为氢能车辆的推广和应用提供有力

支撑。在未来，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和

拓展，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将

成为我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氢能产业

的重要示范基地。

在 开 工 仪 式 上 ，产 业 园 合 作 方 湖

北首威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向山南市乃

东区政府移交了氢能大巴车钥匙。这

款 氢 能 大 巴 车 搭 载 高 效 混 动 发 动 机 ，

兼 具 锂 电 与 氢 燃 料 电 池 优 势 ，能 在 零

下 40 摄 氏 度 严 寒 地 带 与 3000 米 高 海

拔地区稳定运行，燃料电池寿命超过 2

万小时。

“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一

期投用后，将为这款大巴车提供集制、

储 、运 、加 等 于 一 体 的 氢 能 全 链 条 服

务。这将为该款大巴车在全区的推广

和应用场景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推动

氢能产业在山南市乃至全区的快速发

展。”武汉雄韬氢雄燃料电池科技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对于雄韬山南氢能应用示范产业

园的未来发展，乃东区委副书记、区长

索朗平措充满了信心。他表示，短期内

将确保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并争取

有 50 台氢能源车能够投放市场。从中

期来看，项目将面向全区投放 200 辆氢

能源车，进一步扩大氢能产业的市场规

模和应用范围。未来，乃东区还将加强

与深圳雄韬氢产业园、中国氢能联盟等

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氢能技术在储能

发电、发热等方面的应用场景开发，为

山南市乃至全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更多的绿色动能。

打 造 西 藏 产 业 新 标 杆

全区首个氢能应用示范产业园在山南开建

拉萨市民政部门

开展寒冬“送温暖”系列活动

岁末年初是农民工劳动报酬结算高峰期、劳动

争议易发期。针对岁末年初工作特点，巴青县人民

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扎实

做好司法服务，着力解决农民工“薪愁”问题，努力

让农民工“薪”中无忧，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

温暖。

近日，巴青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就接待了

这样一群人，他们满身疲惫，踏进了诉讼服务中心

的大门，满面愁容地说：“法官，我们在某工地干活，

活已经干完了，可是工资却还没有拿到，希望法院

能够帮我们解决。”

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温暖的目光和耐心

的态度，倾听着农民工的陈述，随后工作人员解释

道：“你们可以先到巴青县人民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这是一个快速解决纠纷的途径。如果调解不成，你

们可以再选择到法院起诉。更重要的是，如果调解

成功了，你们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这样不仅可以快

速解决你们的纠纷，还可以实现零成本维权。”

农民工们听了工作人员解释后，同意先将案件

分流给调解中心调解，随后，工作人员填写多元解

纷申请单，将案件分流到调解中心。

调解中心工作人员接到案件后，第一时间拿起

电话联系拖欠工资的公司。调解员们深知，每一个

拖欠工资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是一

份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他们耐心倾听双方的声音，

从法律到情理，从责任到道义，一点一滴地剖析，一

点一滴地沟通。终于，在调解员的不懈努力下，这

起讨薪纠纷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妥善解决。双

方握手言和，并同意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以确保

协议的法律效力。

法院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案件的“结案”而停

下脚步。他们深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欠款

能否如期支付。于是，在约定的支付期限到期后，

法院工作人员再次联系欠款方，用法官的坚持与责

任感，一遍遍提醒，一次次督促，确保每一笔款项都

能准时到位。

终于，8 名农民工带着满心的感激，拿到了属于

自己的“血汗钱”2607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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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白朗县卡仓蔬菜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白朗县

金丰园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棚。

图②：白朗县卡仓蔬菜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在

测西红柿产量。

图③：西藏绿之源公司工作人员次仁卓玛正在管护有

机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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