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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王静敏）日
前，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2025 年第一次宗教工作专题会议
召开。

市委副书记赵辉年主持并讲
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格桑次
旦参加。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
学习《党委（党组）贯彻落实统战工
作责任制规定》《藏传佛教寺庙管理
办法》和全国、全区、全市统战部长
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拉萨市 2025
年宗教工作要点》等有关事宜。

赵辉年强调，做好今年宗教工
作责任重大。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毫
不动摇坚持“五个有利于”标准，发

扬斗争精神，增强工作本领，全面提
升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要紧
抓维稳，按照区市党委工作安排，深
入实施社会稳定风险大化解战略，完
善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机制，多部门联
动化解矛盾。要落实宗教工作任务，
以开展寺庙管理夯基行动为依托，完
善宗教工作责任体系，提升党建引领
水平。要保障第二季度大型宗教活
动安全，加强维稳部署，细化安保方
案，压紧压实属地、寺管会等各方责
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
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实干
实绩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为推动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市 委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2025 年第一次宗教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
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全文如下。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建设高

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手。为推动逐
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
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为首
要任务，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
护机制，优化建设布局，明确建设时序，
加大投入力度，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
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真
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
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现代化良田，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下转第七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6周年宣传标语

铭记历史 珍惜今天 开创未来

拉萨融媒讯（记者满文妍）3月
29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中国旅游报社承办的“天上西藏·鹤
鹤有鸣”黑颈鹤主题摄影展在拉萨
开幕。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在
高原地区繁殖、生活的鹤类。今年2
月，黑颈鹤被选为拉萨市市鸟。

本次摄影展将持续至 4 月 26
日，共展出44名摄影家的100幅作
品，分为鹤立、鹤舞、鹤栖、鹤翔4个
单元，生动展现了黑颈鹤在高原上
的生活习性、迁徙路线以及与人类
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同时，作品
也反映了西藏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和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

参观者张晓磊说：“通过这次摄

影展，我也对黑颈鹤有了一定的了
解，希望能走进这些摄影作品中的风
景，去拉萨周边看一看。”

《中国旅游报》驻西藏记者站揭
牌仪式也在同日举行，这标志着媒体
与地方文旅部门的深度合作迈入新
阶段。该记者站将立足西藏特色资
源，强化文旅宣传力度，为推广西藏
生态旅游、文化体验提供专业支持。

据悉，此次“天上西藏·鹤鹤有鸣”
黑颈鹤主题摄影展和《中国旅游报》
驻西藏记者站成立揭牌仪式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西藏文化和旅游资源推介
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载体，也为推动生
态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天上西藏·鹤鹤有鸣”
黑颈鹤主题摄影展开幕

清晨，在拉萨南山公园，园区护
林员扎西曲培早早来到监控室，透
过几十个监控画面，注视着这片他
守护了13年的山林——他不仅要监
控各处的植被情况，还要组织植树、
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树木
茁壮成长。

“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
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心里充满喜
悦。”扎西曲培在园区轻抚着一株不
高的青绿色油松对记者说，最初种

下的树种已经自然繁衍出了“树二
代”，这株油松是第三代，在这里生
长了3年。油松、白皮松、侧柏……
南山公园生长着超过 120 个树种，
扎西曲培对每一种树的名字如数
家珍。

拉萨坐落于狭长的河谷地带，
拉萨河蜿蜒穿城，两岸南山与北山
连绵起伏。在布达拉宫正南方，绿
色的南山与市区隔河相望，山间灌
木与乔木错落有致，绿意盎然。

“10多年前，山上光秃秃的，风
卷沙尘，连鸟儿都不愿停留。”扎西
曲培回忆说，“现在走在山林间，吹
一声口哨，就能听到各种鸟儿的回
应，仿佛在和人们对话。”

为遏制草地退化、土地沙化，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拉萨市于2012年
启动南山造林绿化工程，通过植树
播绿，5年间昔日的荒山成了拉萨南
山公园。经过持续植绿，如今的南
山公园已栽植树木80多万株，造林

面积达 4350 多亩。2021 年，拉萨南
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作为工程的
一部分，南山公园成为西藏首个河谷
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性
工程。

由于山势陡峭，最初树苗只能依
靠骡马从海拔3700米的山脚驮运到
山上各个角落，最高处海拔超过4100
米，费时费力，一天也运送不了多少
树苗。

（下转第七版）

拉萨：

护林员扎西曲培的十三载“南山情”
新华社记者 刘洲鹏 姜帆 索朗德吉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战略部
署，去年，我市实施了市政道路绿化
提升改造工程。工程以“多维增绿、
一街一景、四季常绿、乡土植物、口
袋公园、拆违透绿、树池美化”七大
改造策略为主线，通过因地制宜、精
心规划，为每一条街道营造独具特
色的绿化景观，塑造具有本土特色
的生态环境。如今，走在拉萨街头，
可以发现有不少路段已经悄然发生
了改变。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格桑罗布
介绍说：“在去年改造提升高位树池
52.4公里、8个口袋公园、栽植苗木
500 余万株、新增城市绿化面积
35.3 万平方米的基础上，今年我们
实施了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二

期）。二期工程共涉及北环、南环风
景道等 20 条道路、9 个重要节点、
两家重点单位的绿化提升改造，共
分四个标段实施。”

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二期）
是我市今年实施的 20件民生实事
之一，通过打造“一街一景”“一街
一品”高质量绿化景观，进一步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
太阳岛西桥，拉萨市城市绿化提升
改造工程（二期）金珠东路片区的建
设即将完成，工人们有的在清理垃
圾，有的在做养护工作，只见他们或
给树松土，或浇水，或修剪绿植，只
为让景观更美丽有型。沿着景观带
中间的小道行走，一片一片的月季
已经发出了新鲜的绿芽，让春的气
息更加浓郁舒适。

拉萨市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二期）金珠东路片区项目现场负责
人赵虎宜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从
今年 3月 1日进场，现在已经栽种
了近8万株苗木，主要以花卉植物
为主，我们从北京引进了9个品种

的月季，可以从四月份开花到十一
月份，为市民打造一个花的世界，提
高城市绿化品位。”

宇拓路是我市重要的商业街，记
者来到这里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宇拓路的绿化提升改造
包括高位树池的修建和景观绿植的
栽植，同时，路灯更换施工也在同步
进行。通过综合性施工，避免重复开
挖，减少影响。从西往东走，可以看
到，宇拓路上有的高位树池已经建
好；有的树池，工人正在砌池体；有的
基坑已经挖好，石材全部到位，施工
作业面全面铺开。施工方正争分夺
秒赶工期，现场一片热火朝天。

宇拓路步行街项目现场监理杨
强说：“项目于今年3月1日正式开
工，计划四月中旬全线完工。目前，
日均投入施工人员近百人，机械设
备全程保障。我们采取昼夜轮班作
业模式，夜间主要进行砌体和混凝
土施工，并严格控制噪音，避免影响
周边居民。项目后期将种植北美海
棠、光核桃、月季花球等10余种绿

植，预计在四月初至四月中旬完成栽种
工作。”

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是我市实
施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战略、持续提升
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该工
程通过优化形象道、景观路等道路绿
化，改造口袋公园、城市公园等重要节
点，以及提升重点单位绿化，进一步构
建高原宜居城市的山水城绿色生态网
络，打造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求的高品
质城市环境，全力推动拉萨“绿满城”建
设目标的实现。

“自3月1日全面进场施工以来，我
们认真践行肖友才书记提出的‘用脚步
丈量城市’的工作法，坚持高标准设计、
高质量施工、高水平管理，按照立体成
景、四季有景的原则，立体搭配种植阔
叶树种、花卉灌木和常青草种，做到高
低错落和疏密有致，确保整体提升城市
的绿化品质。我们将紧抓春季植绿的
黄金季节，进一步优化施工工程时序和
施工组织，确保项目高质高效完成，全
力推进城市颜值和品质的双提升。”格
桑罗布说。

我市实施城市绿化提升改造工程

全力推进城市颜值和品质双提升
拉萨融媒记者 郝奕凝

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强主
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及中央和自治区重要文件、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拉萨
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找准“一个主
导、三大支柱”产业发展重点，按规律办事，确保年年有突
破、年年有发展。要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部署，充
分发挥综保区、海外仓等服务平台作用，积极融入新发展
格局。要抢抓植树黄金期，扎实开展南北山绿化造林、庭
院绿化、市政道路绿化，逐步实现“绿满城”。要贯彻落实
党中央关于边疆治理的各项决策部署，一方面，把维护稳
定摆在突出位置，做好防风险、强治理、促和谐工作；另一
方面，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深入开
展交往交流交融。要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民生工作的公平性、均衡性、普
惠性。

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区市党委统一部署，扎实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
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
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要聚焦主题、突出主线，全面落实
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安排，结合近期总结的“十个方面”作风问
题，深入查找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落实改革部署中
的重大偏差、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突出问题。要深化学习、
强化自觉，积极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读原
文、悟原理，原原本本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刻认识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要真查实改、
标本兼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建
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时限，力戒形式主义，做
到真查实改。要依靠群众、开门教育。市政府党组班子要以
上率下、率先垂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闭环
推进落实，切实让老百姓感受到转作风带来的新气象、新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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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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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王静敏）近
日，记者从曲水县获悉，俊巴渔村旅
游产业基础设施水系提升工程已进
入收尾阶段。作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重点项目，该工程对提升俊巴渔村
旅游环境、焕发传统渔村生机意义
重大。

俊巴渔村，作为西藏独一无二
的传统渔村，凭借其独特渔文化与
旖旎自然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
游客。记者在曲水县俊巴渔村旅游
产业基础设施水系提升工程现场看
到，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机械声
轰鸣不断，工人们分工明确、井然有
序地忙碌着，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据悉，该水系提升工程总投资
3226.49万元，工程整治引水渠3.40
千米，水生态修复面积为 99596 平
方米。工程设计起点位于引水渠拉
萨河取水口处，终点止于俊巴渔村
西北侧退水渠末端，退水渠末端汇
入拉萨河。

俊巴渔村旅游产业基层设施水
系提升工程现场负责人杨燚介绍：

“目前，项目整体完成度达92%，进
展顺利，剩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
将于四月底五月初完工。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保持高效的工作节奏，

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同时严格把控
调研成果修改质量，使其更好地服
务于项目后续建设。”

水系提升工程涵盖河道整治、
生态修复以及景观打造等多个方
面。工程实施后，可保证白玛拉措
湖常年水位稳定保持在3580.40米，
恢复湖泊正常面积 87006 平方米
（130亩）。这不仅有效改善了该区
域的生态环境，还提高了俊巴渔村

2990亩农田灌溉用水保证率，减少
该区域内涝旱问题的发生。

该水系提升工程是曲水县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完
工后，将极大提升俊巴渔村的旅游
吸引力，有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为
村民开辟更多增收渠道。

曲水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
长陈小林说：“俊巴渔村旅游产业基
础设施水系提升工程是全县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工程
复工以来，我们严格按照‘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科学规划、精心组
织，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通过河道
整治、生态修复和景观打造，将显著
提升俊巴渔村的防洪能力和水环境
质量，为村民生产生活和乡村旅游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加强技术指导，确保工程早日建
成，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俊巴渔村水系提升工程近尾声 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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