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9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七月十六 今日8版
LASA DAILY www.lasaribao.com

□拉萨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4-0024 □邮发代号：67-35 □新闻热线：6353985 □广告热线：6339945 □发行热线：6338817 □责任编辑：拉珍 □校对：党世友

第2521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标语口号

继 续 完 善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
推 进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强调，聚焦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完善
生态文明基础保障机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积极
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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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青藏高原生态是对中
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践行“两山”理
念，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的奋斗目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快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
障。全区 7 市地空气环境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
95%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
标准，土壤环境总体稳定。今天的西藏，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景更美，处处呈现绿水青山的美
丽景象。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这里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生态脆弱
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
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政治高度，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
者”，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把加快推进美丽西藏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西
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系统部署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美丽西藏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实施意见》，正确把握生
态安全和发展安全、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
的关系，紧密结合西藏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
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机制，扎实推进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工作。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基础
制度，健全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健全完善绿
色低碳发展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加快美丽西藏建设。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
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务实的措施保护生
态环境，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
水平的保护。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
十届六次全会精神，不断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把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部署举措一项一项抓好、一件一件落地，扎实推进
美丽西藏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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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讯 15 日，区党委副
书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实地调研
了拉萨古城保护和文化旅游业发
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
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
部署要求，精耕细作保护好历史文
化名城，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

肖友才、甲热·洛桑丹增参加
调研。

在盆雪大院、格林夏院、喜德寺
大院、白果荣康大院、拉让宁巴大
院以及策门林寺，严金海实地了解
古建大院保护、沿街建筑风貌等情
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留住

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高度，
就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一
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保护
为先，尊重历史传统，本着修旧如
旧的原则，加大新材料新技术的运
用力度，下好“绣花”功夫，在修缮
保护过程中保持原有风貌。要推
动业态发展，坚持分类施策，以文
化挖掘、业态植入等增加内涵，让
古建大院“活起来”，使其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要坚持
以人为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顺
应群众需求，做深做实做细群众工
作，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切实做到改善居民生活条

件、提升城市品质品位，真正实现
共建共享。要注重宣传引导，做好
相关影像资料搜集留存，生动呈现
新旧变化，引导各族群众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进一步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八廓街上，游人如织、秩序井
然，一派和谐繁荣的景象。严金海
边走边看，不时与游客和群众热情
地打招呼、亲切交谈，并随机走进多
家商铺，看商品、问价格、聊收入。
严金海嘱咐商家要诚信经营，用良
好的消费环境，让游客消费更放心、
体验更舒心。他指出，要依法规范
旅游市场管理，加强旅游安全监管，
做好游客接待管理工作，全力维护
好西藏旅游品牌良好形象；要主动

对接市场，深挖地域特色和文化内
涵，开发更多高附加值文创产品，不
断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有效拉动文旅
消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
力、增活力。

为更好地服务游客和群众，拉萨
市将党群服务V站与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有机衔接，免费提供药品、氧气
和热水等贴心服务。走进八廓社区党
群服务V站，严金海与正在休息的游
客亲切交谈。游客表示，党群服务站
很贴心，感觉非常好。严金海说，你
们的满意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和水平，为大家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贴心的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
群同心、服务为民”。

严金海调研拉萨古城保护和文化旅游业时强调

精 耕 细 作 保 护 好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珍）近日，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
长王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
习新时代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见、中国共产
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规则和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
会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
实工作。

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国家繁
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拉萨而言，要
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加主动

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掌
握大趋势。深刻理解优化区域布局
的深刻内涵，坚定朝着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方向前进；要营造好环
境。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出实
招、创新招，树立对外开放良好形
象；要抢抓新机遇。立足拉萨所有、
拉萨所需和拉萨所能，找准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切入点和切入口，实现
点线面的全面提升。

会议要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
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全面系
统学、科学规范学、融会贯通学，对

标对表、实事求是、立学立行。各分
管副市长要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实
际，对改革工作重点研究部署，将学
习成果同实践相结合，转化为增进
民生福祉、防范化解问题的具体
措施。

会议强调，自治区党委十届六
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的《实施
意见》，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学深悟
透。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对中央和自治区明确的各项改

革任务要狠抓落实，主动认领；要理
清思路。立足拉萨实际，谋划好拉萨
改革的着力重点和主攻方向，用改革
的思路、创新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
题，把改革“成效”转化为发展“成
果”。要突破重点。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明确目标、细化举措，全力
以赴拼经济、抓发展，推动重点领域
实现新的突破，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
标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领导王明哲、陈静、占堆、李江

新、陆从福、匡晖、潘文卿、洛色、赵世
东、巴桑多吉、罗丹出席。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新华社拉萨 8月 18日电（记者
李华、魏冠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成果发布会 18 日在
西藏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
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专
家相聚拉萨，集中发布本次科考十
大任务七年来的重要成果。

科考发现，作为亚洲水塔的青藏
高原正在变暖、变湿、变绿。过去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
态势，其中优良等级草地和森林面积
比例分别提高了6%和12%；水源涵
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功能分
别提升了1%、2%和70%，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逐渐提升。同时，青藏高原
每年碳盈余超过6500万吨，也为全
国实现碳中和作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逐渐变绿的同时，因

气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失衡，也带
来一些隐忧。科考发现，亚洲水塔预
计在本世纪将进入超暖湿阶段，在本
世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损失将超过
一半，湖泊水体上涨超过10米，亚洲
水塔整体供水能力增强，需要实施更
有效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措施。

据介绍，七年来，科考人员已发现
超过3000个新物种，重新发现了一批
被认为已经灭绝或多年未见的物种。
科考还提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
可能出现在19万年前，为人类活动适
应青藏高原提供了新证据。

自 2017 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
以来，围绕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等课
题，持续开展覆盖青藏高原的全域科
考，将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
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
态环境保护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显示：

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

新华社拉萨 8月 18日电（记者
李华、杨帆）18日，第二次青藏科考

“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江’冰
—湖—江地球系统变化综合科考活
动”在拉萨正式启动。

此次科考活动聚焦普若岗日冰
原（一原）、色林错—纳木错（两湖）
以及长江源—怒江源—雅江源（三
江）等关键区域，通过多任务、多学

科、多手段开展亚洲水塔变化与影
响、生态系统与碳循环、高山环境与
健康、资源能源远景、构造与环境演
化、绿色可持续发展途径等地球系
统科学综合考察研究。

此次科考活动还将聚焦冰冻圈
变化对亚洲水塔变化的作用和对水
资源变化的贡献、多年冻土碳储量
和生态系统变化中的碳动态、冰缘

植物对气候和冰冻圈变化的响应规
律、急进高原人群高海拔适应的生
理特征、稀有金属资源现状与远景、
城镇化体系建设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路径等研究领域。

“一原两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
考活动由 10名国内外院士领衔，6
个科考分队、15个科考小组的 400
余名科考队员参与。

“一原两湖三江”地区是亚洲水塔
的关键核心区，气候环境复杂多变，
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同时又是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区。

据悉，此次科考活动是第二次青
藏科考继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希
夏邦马峰等“巅峰使命”极高海拔系
列综合科考活动后，又一重大标志性
科考活动。

守护水塔：
“一原两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启动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等相关单位，致力于选
育适应西藏独特环境的优质高产
芜菁品种，创新研发了针对西藏
多样化海拔条件的芜菁种植技
术。样地数据在拉萨、那曲、日喀
则和阿里地区均实现亩产鲜重
5000 公斤以上。研究成果为促进
当地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的发展提
供了技术支撑。

图为 8 月 14 日，在田间抱着
芜菁新品种的拉萨市曲水县才纳
乡才纳村村民。 （新华社发）

高产芜菁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