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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达珍 洛桑旦增）记者从阿里地区

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2024 年以来，阿里地区 56 家地（中、

区）直各单位共计栽植班公柳株、秀丽水柏枝和小叶杨树

苗 7112 株，播种波斯菊、金盏菊共计 814.2 公斤，任务完成

率 100%，苗木平均成活率达 85%，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庭

院绿化成果，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有效

满足了人民对优美环境的迫切需要，对有效推进生态宜居

进程、丰富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内涵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庭院绿化工作的逐年深入，阿里地区各

单位在庭院绿化实践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机

制，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模式。其中，有些单位秉承

“科学、节俭、适地适树”的原则，对其庭院绿化地进行重新

规划和升级改造，合理安排空间布局，科学划定绿化用地；

有些单位按照“宜草则草、宜树则树、宜花则花”的原则，科

学开展庭院绿化，综合考量阿里地区气候条件，使用当地

优质乡土树种，做到能活、能绿、能美，全面保障和提升了

庭院绿化成效。

尤其在花草树木的后期管护中，各单位坚持“三分造，

七分管”的原则，牢固树立“十年树木”意识，结合各自实

际，采取党小组责任制、专人负责制、值班制、家庭承包制

等模式，全力加强庭院绿化日常管理，高度重视花草树木

的日常养护，真正实现“种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松塔村位于林芝市察隅县东部、察瓦龙乡最南部的怒江大

峡谷，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属于亚热带气候区。这里阳光充

足、水源丰富，为各类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

件。

松塔村依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庭院经济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村民们充分利用庭院空间，种植果

蔬、花卉。无花果、橘子、葡萄、萝卜、南瓜等这些水果蔬菜因品

质优良、外观诱人，总能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同时，村民养殖

藏香猪、土鸡等特色家畜，利用庭院周边的自然资源为家畜提

供食物，养殖出的家畜肉质鲜美，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家家户户宽敞的庭院，犹如一块块待开发的“聚宝盆”。村

民们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更是发展庭院经济的宝贵财

富。在乡村发展的画卷中，庭院经济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一

颗璀璨之星，展现出“小庭院大作为”的非凡潜力。庭院经济不

仅美化环境，更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松塔村打卡，为松塔村带来

了旅游红利，松塔村群众依靠民宿、餐饮吃上了“旅游饭”。

2024 年至今，松塔村依靠民宿、餐饮增收 20 余万元，庭院经

济彻底扮靓乡村“颜”与“值”。

在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如同一缕春风，吹遍了雪域高原，吹绿了

每寸土地。曾经的荒山荒原，如今绿意盎然，散发着生命的活力与

自然的韵味。近年来，我区聚焦聚力推进国土绿化，稳步实施山地

造林、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试种、修复退化草原等重要举措，不断改

善高原生态环境。2024 年以来，全区又启动庭院绿化项目，因地制

宜打造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家园，让人民群众在优美舒适

的环境中共享幸福生活。

截至目前，全区庭院绿化项目推进势头良好，已完成庭院绿化项

目 252个，累计完成投资 3.43亿元，建成绿化面积 398.59万平方米，山

南市、林芝市、昌都市、阿里地区项目完成率和投资完成率达 100%。

政策支持 庭院绿化“添动力”

“2024 年，我们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好多果树。春天百花齐放，院子漂

亮极了，秋天硕果累累，自家吃不完还卖出去一部分，增加了现金收入。”

拉萨市达孜区唐嘎乡 7 组的村民克珠说，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买着吃了半

辈子的瓜果，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对外销售。“推进庭院经济后我们实

行了人畜分离，乡里还给我们发放了果树苗、草苗、菜苗，在自家房前屋

后进行种植。”

走进拉萨市达孜区唐嘎乡，让人眼前一亮。村道两边的农家院落

里，苹果树、樱桃树、梨树、桃树等经济林木错落分布，品种多样，形成了

别致的小景观。唐嘎乡以庭院为载体，以家庭为阵地，引导村民利用闲

置空地、院落空间，因地制宜开展绿化美化家园活动。据达孜区唐嘎乡

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多吉介绍，唐嘎乡庭院绿化到户种植养殖项目

（果树种植试点项目）涉及 3 个村，共 238 户，涉及资金 800 余万元，种植各

类果树共 3456棵。

我区庭院绿化项目如何科学化、规模化有效推进，打造“春有花，夏

有荫，秋有彩，冬有绿”的美丽宜居新环境？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印发通知，把庭院绿化作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举措，做好腾

退还绿、疏解建绿、留白增绿、见缝插绿，鼓励房前屋后栽种花草树木，

做到树、花、草综合利用，乔、灌、花相结合，实现多品种、多形式、多层次

绿化，培育打造一批绿化美、布局美、清洁美、整洁美和人文美的“美丽

庭院”。

因地制宜 庭院托起“生态梦”

西藏地广人稀，各市地地理环境大不相同。庭院绿化项目要因地制

宜、因城施策，坚持适地适树原则，通过合理配置各种植物和景观元素，

实现绿化项目的科学谋划和精细化实施，打造出“一院一景”的美丽庭

院，让庭院绿化成为各个城市一道独特的亮丽景观。

地处藏东的昌都有贡觉拉妥国家湿地公园、然乌湖湿地自然保护

区、边坝炯拉措国家湿地公园……天然植被丰富，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

市。2024 年以来，昌都市结合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和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等重点工作任务，大力开展苗木引种驯化工作，不断丰富绿色植物

的多样性，建立各类基地 114 个，完成引种驯化苗木 495 万株。同时，积

极为各单位、小区、校园绿化美化提供技术服务及苗木支持，累计开展

技术服务 60 余次，提供各类苗木 9 万余株，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庭院绿化

和城市绿化。

如今，林芝市各县区的庭院绿化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新路子，同时

也兼顾着村里“生态公园”的作用。林芝市充分利用当地多雨湿润的气

候条件，打造“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高原生态宜

居之城，种植车厘子、苹果、樱桃、雪松、红叶石楠、红叶李、杜鹃、金森女

贞等各类苗木 21.2 万余株，面积 26.17 万平方米；种植鲁冰花、万寿菊、

中国红等名贵花卉 5000 余盆，种植披碱草、黑麦草、早熟禾等草种 2100

斤，绿化面积达 10.2 万平方米。冬日的林芝虽然少了夏日的绿意，但众

多树木依然挺拔壮观，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享受到了绿色植物的

福利。

阿里高寒缺氧、干燥少雨，苍茫辽阔的戈壁草原，雄浑壮美。在推进

生态建设上，尤其是庭院绿化项目上，阿里地区通过选购适地绿植及换

填种植土壤等方式，率先完成 1.1亿元的园林绿化项目建设。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广大干部群众对绿色生态环境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

烈，越来越渴望。阿里地区行署为 59 家地直机关事业单位购买小叶杨、

班公柳、红柳等抗旱耐寒苗木 6000 余株，购买波斯菊、金盏菊等花草种子

1250 余斤，累计种植小叶杨、班公柳、红柳等苗木 2.3 万余株，种植格桑

花、蜀葵、披碱草、波斯菊、金盏菊等花草种子 5000 余斤，绿化面积 7 万多

平方米。“群众的需求，就是园林部门努力的方向。”地区住建局负责人如

是说。

绿意葱茏 养花护绿“新时尚”

“你家的多肉植物给我分一点，我刚好有个花盆空出来了。”“好啊！

这个少浇水，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就会长得很好的。”记者刚走进拉萨

市阿珠仓大院，就看见隔壁邻居在向央金讨要绿植。

阿珠仓大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院，庭院里公共区域放满了绿

植。说起种花草，央金如数家珍：“都说我家花草种得好，其实我是花了

不少心思和时间的。”

“那盆四季桂，特别怕过冬，一到晚上我就把它搬进屋子里。这几排

多肉都是我自己培植的，我都快成半个多肉专家了。”央金指着楼梯边那

些长势喜人的多肉笑着说道。

家家户户养花护绿成了一种新时尚。“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村民

造的楼房也非常别致漂亮，堪比城市的联排别墅，庭院的绿化美化，都成

为大家追求的一种生活情趣。”曲水县相关负责人说。走在村里，如在画

中，可谓“院内院外一片绿、院内院外一并香”。

西藏此次庭院绿化项目采取试点先行模式，各市地结合当地实际，

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拉萨市作为试点城市，对 179 个庭院绿化项目进行

改造提升，预计建成绿化面积 172.73 万平方米。拉萨市先后印发《关于

开展拉萨市城市绿化（庭院绿化）专项行动工作的实施方案》《拉萨市城

市绿化养护技术标准（试行）》《拉萨市庭院绿化苗木花卉推荐名录》《拉

萨历史名城区绿化提升规划方案》，推动庭院绿化项目加速落地，目前

已完成 164 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0.61 亿元，建成绿化面积 133.21 万平

方米。此外，拉萨市正在加快推进历史城区市政道路绿化提升工程，绿

化面积达 10.99 万平方米，现已完成总体进度 76%，预计 2025 年 5 月底

前竣工。

我区将以庭院绿化为支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庭院经济项目再上

新台阶，助力美丽西藏建设。西藏绿色发展道路风头正劲，风光无限，风

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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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

全力巩固提升庭院绿化成果
小庭院变身“致富园”

本报记者 王珊 本报通讯员 扎西卓玛

▶林芝市察瓦龙乡松塔村群众种在房前屋后的花卉。

本报记者 王珊 本报通讯员 扎西卓玛 摄

图①：拉萨市城关区

幸 福 社 区 宗 角 新 村 民 宿

一角。

本报记者 文凤 摄

图②：林芝市巴宜区

米 瑞 乡 麦 娘 麦 村 一 户 村

民的庭院绿化环境。

本报记者 刘枫 摄

图③：拉萨市城关区

慈觉林村村民次顿珠在清

理院子里的月季树枝。

本报记者 文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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