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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相映美 金山银山幸福长
—自治区政协委员畅谈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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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代表格桑次仁。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在“稳”中拓新局 在“进”中赢未来
—访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桑珠次仁

本报记者 孙开远

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委副书记、

市长桑珠次仁。 本报记者 孙开远 摄

19 日上午，自治区十二届人大

三次会议在拉萨开幕。

图为代表们认真聆听政府工

作报告。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相比山南市其他县（市），加查县海拔相对较

低，更利于植被生长。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

大力开展国土绿化、雅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人

居环境治理等行动。截至目前，全县森林面积覆

盖率达 34%，林地面积达 19.46 万公顷。”自治区人

大代表，山南市加查县委副书记、县长格桑次仁告

诉记者。

近年来，格桑次仁带领全县人民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

置，聚焦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高地”目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为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贡献自己的

力量。

同时，带领全县人民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

展之路，在农文旅融合上求实效。“如今，全县依托

生态资源，在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等领域持续发力，

积极培育清洁能源产业，不断扩大经果林种植面

积，延伸产业链，发展壮大核桃特色产业。”格桑次

仁说。

目前，加查县核桃种植规模达 4.5 万亩、52 万余

株，建立了千亩核桃示范基地，与长江大学合作成

立了研学基地，县里的一片千年核桃林于 2023 年 12 月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认证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千年核桃林”。

格桑次仁介绍，当前，加查县的环境质量总体保持优良，各项指标达到或

优于国家标准，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已创建自治

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 4 个、示范村 55 个。2024 年，山南市人居环境整

治现场推进会在加查县举办，对加查县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

了充分肯定。

“人大代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接下来，我将继续带领全县人民通过一

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不断促进加查县生态环境质

量稳步提升，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2024 年，我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多措并举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助

推高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积极

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不断完善

周边省市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了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的统一。拉萨、日

喀则、山南、林芝等 4市分别出台《雅鲁藏

布江生态保护条例》并实施。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自治区成立 60周年。我区将坚决守护

高原蓝天碧水净土，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与

修复，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生态

文明体制机制，奋力推动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围绕如何更好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助推美丽西藏建设，出席自治区两会的我

区政协委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美丽西藏建

设，需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

善制度配套。省际及区内流域横向生态

赔偿问题是我关注的重点。”自治区政协

委员，那曲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军介

绍说，“我区曾在那曲市选了 4 个县进行

为期 3年的区内流域横向生态赔偿试点，

我们也关注到现在大江大河特别是以黄

河为代表的流域横向生态赔偿机制已经

非常健全完善了。对此，建议我区建立省

际及区内流域横向生态赔偿机制，推动生

态赔偿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走向制

度化，特别是对一些大江大河源头区域进

行生态保护和转移支付，必要时进行横向

生态赔偿，让禁牧、退牧的老百姓过上更

好的生活。”

2024 年，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华

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中核（西藏）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西藏分公司

等驻藏央企，就推动西藏清洁能源发展主

动聚在一起进行了两次专题探讨。

“形成的为期三年的西藏自治区新型

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规划方案，里面有具

体的项目，涉及金额近 2000 亿元。”自治

区政协委员，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龚东昌表示，“通过西藏

的新能源发展解决西藏自身的用能问题，

目前已得到了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高度肯

定和重视。下一步，我们驻藏央企要把规

划方案推动好、落实好。”

“建议持续加强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规

划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将

我区新能源发展纳入国家‘十五五’可再

生能源发展等相关规划加以落实实施。”

自治区政协委员，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良说。

目前，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宏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林投资兴建

的西藏宏农百万藏鸡产业园项目已形成

了以蛋鸡养殖为核心，涵盖饲料加工、鸡

蛋分拣包装、有机肥生产、农产品初加工、

有机种植等全产业链运营的现代化、高

效、节能、环保、循环农业模式。

“项目投产后，年产鲜蛋5亿枚、出栏老

母鸡90万只、年产有机肥7万吨。”张宏林说，

项目实现了西藏鲜蛋供应的自给自足，7万

吨有机肥每年能改良土壤近10万亩。

如何用好金融这个特殊手段，做好生

态这篇大文章，是摆在每一位金融人面前

的时代命题。

“青山贷”是西藏银行首推首创的一

款旨在支持参与西藏造林工程市场主体

的专项贷款产品，西藏银行也因此成为同

行业中首家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

提供融资的银行。

在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自

治区政协委员，西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罗布就敏锐地意识到拉萨南北山绿化

工程项目承包方、项目施工方、苗木供应

方都可能成为贷款主体，企业、林（农）场、

合作社、社会组织都是生态建设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对此，他亲自挂帅，推动西

藏银行设计开发了“青山贷”这款产品。

截至目前，西藏银行已累计发放“青山贷”

2.1亿余元。

“我始终认为，拉萨南北山造林绿化

工程建设是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要创新组织方式，丰富尽责

形式，实现‘全年尽责、多样尽责、方便尽

责。’”罗布坚定地说。

过去一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外部环

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山南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四件大事”

聚力“四个创建”，干中求进、难中求成，

沉着应变、综合施策，全力以赴推进山南

高质量发展。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5%，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左右，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8%左右，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谈及 2024 年的工作，自治区人大代

表，山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桑珠次仁介绍

说，在维护稳定上，持续深入开展反分裂

斗争，积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

开展宗教界“三情”教育，持续深化社会

治理。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上，创新实施

项目联审联批、优化工期、投资单月提升

行动等工作，全力加快项目投资落地。

全力促消费，投入 8300 万元拉动各类消

费 4.96亿元。在全区首次将青稞等 16个

本地品种送上太空育种并试种成功，推

动西藏宏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获评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力寻求发

展新动能和突破口，加强招商引资，落

地一家重载无人机企业发展低空经济，

建成中车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生产储

能装备，推动西藏安琪珠峰高原益生菌

项目投产运营等，山南新质生产力优势

不断孕育生成。在生态保护上，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完成植树造林 7.35 万亩，其中拉萨南北

山山南段造林绿化 4.8 万亩。启动碳交

易试点工作，全区首个“碳中和运营银行

网点”挂牌。在边境发展上，持续完善边

境基础设施，深入开展兴边富民中心城

镇建设试点，错那市获评全国首批平安

边境模范县命名，隆子县成为全区首个

开通新能源公交线路的边境县。在民生

改善上，投入 2.1 亿元，建设 4 条民生路。

建立 12个区外高校毕业生组团式市场化

就 业 基 地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98%，实现区外就业 497人；实现农牧民转

移就业 16万人次，创收 18.01亿元。深化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综合改革，新建农村寄

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701个，在全区率先完

成“一村一站”目标。

桑珠次仁表示，2025 年，山南市将认

真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

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

“投资拉动、产业带动、区域联动、改革驱

动、民生先动、安全互动”工作思路，对标

找差距，对应抓攻坚，凝心抓落实，争进

位、求突破，全力以赴完成好区党委、政

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一是抓安全稳

定。突出反分裂斗争、意识形态、安全

生 产 等 领 域 ，把 困 难 估 计 得 更 充 分 一

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应对措

施部署得更周密一些，坚决以自身作为

的稳定性应对前进路上的不确定性。二

是抓投资消费。积极向上对接，加强督

导调度，传导压力责任，力争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15%以上。继续培育限上企业，

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发展节日经济、林

卡经济、赛事经济等。三是抓新质生产

力。聚焦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既提升传统产业、巩固优势产业，又

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努力把山南打造成

为全区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为全区

高质量发展贡献山南“新”力量。四是抓

民生民利。突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

点在促进区外就业、提高农牧民收入、重

塑教育优势、推动医疗提质、构建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实施山

南市“十件民生实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8 日上午，自治区政

协 十 二 届 三 次 会 议 召

开。期间，自治区政协委

员，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拉增与

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就加

强 林 草 资 源 保 护 进 行 了

深入探讨。

在分组讨论时，结合

自 身 调 研 成 果 和 工 作 实

际，就全区生态环境保护

工 作 提 出 了 意 见 和 建

议。拉增告诉记者，在过

去的一年里，他坚持把本

职 工 作 和 政 协 委 员 职 能

联 系 起 来 ，边 学 习 、边 思

考、边指导实际工作。期

间，积极与兄弟省市同行

人员沟通，学习借鉴区外

森林草原防灭火、荒漠化

综合治理等生态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作为一名政协

委员，我积极履职尽责，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林草资源保护等

问题认真开展调查走访，倾听民意，撰写了‘让绿色拥抱大地

让火灾远离森林’等调研材料。先后赴昌都市、那曲市参加了

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的产业发展调研工作。”

今年两会上，拉增带来了“关于对全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防沙治沙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提案。“根据第六次西藏荒漠化

和沙化调查结果，西藏沙化土地面积共计 2096.12 万公顷，居全

国第三位，现仍有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226.68万公顷，占全区沙

化土地面积的 10.81%。目前，西藏自治区地方财政未安排防沙

治沙项目配套资金，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扶持西藏自治区防沙治

沙的资金额度。”拉增说。

谈到下一步履职计划，拉增表示，将继续提高履职能力，深

入群众，收集好社情民意，做好上传下达工作，用心练就为民服

务“真功夫”，为保护全区林草生态资源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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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委员拉增：

守护林草资源 夯实生态基石
本报记者 郑璐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增。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