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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阳光和煦温暖。搬把椅子，披件

薄衣，罗达瓦坐在小院门口悠闲地晒着太阳。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

安置点。老人的背后，是居住了 3 年多的新居

——漂亮的两层黄色小楼；他的面前，山峦起

伏，假如视线可以穿越群山，将会抵达数百公

里外的故乡——那曲市双湖县措折羌玛乡。

“路再远，我们也要走出去。”2019年 12月，

罗达瓦一家离开海拔 5000 米的措折羌玛乡，

搬迁到海拔 3600 米的森布日。如今，扎根在

森布日的生态搬迁群众已有 3 万多人，融入

了崭新的生活。“离开草原、牛羊，当然不舍

得，但健康、便利的新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罗

达瓦说。

罗达瓦的家庭账本——

一家 6口人年收入稳
定在 10万元左右

远处雪山绵延，近处草场已冒出嫩芽。

双湖县牧场上，罗达瓦的儿媳西热措姆正在

放牧。

这是今年 4 月，草场依旧寒意凛然。双

湖地处相对贫瘠的羌塘草原，为了寻找最丰

茂的水草，西热措姆赶着数千头牛羊转场，一

趟放牧之路往往要走上好几天。

“你们已经搬到了森布日，为什么还要回

家乡放牧？”记者问她。

“放不下放牧的生活，当然，这份工作的

收入对我们家也很重要，所以一年中有几个

月，我们夫妻会回到双湖，在牧业合作社干

活。”望着牛羊，西热措姆满眼温柔。

2017 年，她所在的措折羌玛乡成立牧业

合作社，村民们将自己的牛羊入股。此后，全

村的牲畜进行集中圈养和放牧，既可以提高

看管效率，也尽量减轻对草场的过牧。村里

的壮年轮流参与生产，年底分红。

从她的讲述中记者了解到，如今，虽然牧

民们搬迁走了，但在过渡时期，合作社还留在

双湖，继续养殖牛羊，既解决牲畜照看问题，

也确保牧民在搬迁之初仍有稳定收入。

每次从森布日返回极高海拔的家乡，西

热措姆都会有些不适应，头疼、胸闷。几天

后，不适缓解，才能前往放牧点干活。

跟随牛羊的脚步，记者与牧民们回到放

牧点的临时居所。这是一栋土石搭建的简陋

小屋，不远处有一条小溪，为临时住宿的牧民

提供日常用水。“赶着牛羊进入草原深处，我

们要在这里住好几天，电力靠太阳能。”一位

牧民介绍。

“凭借入股的牛羊和我们夫妻的劳动，我

们家去年从合作社得到分红五六万元，这仍

是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西热措姆说。

这几年，记者每次造访罗达瓦在森布日

的新家时，聊起收入，老人总会一项项地算细

账——除了分红，家里的收入还有草场补贴

等政策性收入以及其他的劳动收入，搬迁后，

一家 6 口人年收入稳定在 10 万元左右。

几个月前——2023 年藏历新年后不久，

记者再度去森布日拜访罗达瓦，发现这家人

正在学习新的技能，让生活再上一层楼。

餐桌上摆满藏式点心、牛羊肉，西热措姆

热情张罗着。“这些都是儿媳妇做的，她的手

艺比以前好很多了。”罗达瓦说。

原来，安置点开办了劳动技能培训班，帮

助搬迁农牧民就业。西热措姆抓住机会学习

了烹饪。如今的森布日屋舍俨然，商铺林立，

离家步行十分钟有一排餐馆，不仅有传统藏

餐，还有川菜小馆、连锁品牌火锅店，这让西

热措姆眼界大开，“多学本领，说不定以后我

也能开家小饭馆，把做饭变成工作。”

罗达瓦家不远处，一家小店摆满服装饰

品和零散食品百货。店主丹巴顿珠以前在家

乡开过杂货铺，但销量很小，“人口密度小，加

上地方偏、进价高，生意也就糊糊口。”他说，

“搬到森布日可不一样了，一个月能赚几千

块。人多了，东西更好卖，而且距离城市近，

进货价也低。”

“从逐水草而居的放牧生活转向城镇、工

厂，身份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合作社收入和

双湖县草场保护的政策性收入，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帮助群众度过从牧民到城镇居民的过

渡期。”措折羌玛乡一名随迁干部告诉记者。

罗达瓦的关节病——

搬到森布日第三年，
腿再也没有痛过

2020 年夏天，记者第一次来到罗达瓦的

新家。刚进屋，这位老人就忍不住把记者拉

到水龙头边，分享新生活的喜悦。“刚搬到新

家时，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龙头。”老人感

叹，当时看着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出，“别提

多开心了”。

“这日子，之前咱也不敢想嘞。”罗达瓦

回忆，1980 年，他 30 岁的时候第一次住进房

屋，也就是“四面墙、一张床”的小土屋，屋里

点一个铁皮炉，不过较往昔逐水草、住帐篷，

生活水平已经是极大的提升。往后，房子变

大，各项设施逐渐改善。但在家乡措折羌玛

乡查仓村，有些难题始终难以解决，特别是

用水。

那时候，每天一大早，要把两个大桶搬上

手推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崎岖土路来到乡政

府，从水管里接满两桶自来水，再原路回家。

一来一回，就是一个多小时。

搬迁后，改善的不仅是生活条件，还有健

康状况。当着记者的面，罗达瓦撩开裤腿，一

道长长的疤痕格外显眼，这是 2016 年腿部关

节手术留下的。

长期在极高海拔地区生活引起的严重关

节病，困扰了罗达瓦 30 多年。发病时，他常

常痛得满床打滚，无法下地行走。

“ 老 人 家 生 活 在 海 拔 5000 米 以 上 的 地

方，是不是常年寒冷缺氧？”2016 年，罗达瓦

到四川成都就医时，医生再三确认他的生活

环境。得到肯定答复后，医生沉吟许久，无奈

地说：“这种自然环境导致的疾病，恐怕很难

根除。”

尽管痊愈概率相对不高，罗达瓦仍选择

了手术。不过，每到冬天，他的腿部依然时常

隐隐作痛。

在高海拔地区，关节炎和痛风是常见病。

双湖县多玛乡果根擦曲村的一名村干部告诉

记者，关节炎和痛风在当地发病概率很高，病

情也很严重。在果根擦曲村，记者曾见到一名

藏族老人双手的每一个指节都肿得有常人两

倍粗，完全不能弯曲，几乎丧失劳动能力。

搬迁到森布日，罗达瓦的关节病开始发

生根本性好转。“第一年发作过几次，第二年

一次，第三年再也没有痛过了。”沐浴在阳光

里，罗达瓦笑着说。

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曾经很少出门的

罗达瓦，现在不时溜达着出去散步。家门口

不远处有一块空地，不少孩子嬉戏奔跑。望

着他们矫健的身姿，罗达瓦说，“孩子们不用

受关节病的苦了。”

罗达瓦的孙子洛桑桑旦——

学习计算机知识，想
和哥哥一起开网店

罗达瓦的孙子洛桑桑旦也曾在家门口玩

耍、踢球。

2020 年 暑 假 ，记 者 第 一 次 见 到 他 。 当

时，这名 14 岁的少年正陪母亲在双湖草场放

牧。那时候，他刚到森布日，“不习惯天天坐

车去上学，怀念家乡牧羊的生活。”洛桑桑旦

害羞地说，自己对城市生活有很多不适应。

说完，他便跑开了，追赶着羊群嬉戏。

如今再见面，洛桑桑旦个头长高了不少，

性格更加开朗——看到记者，他惊喜地主动

跑过来说：“咱们又见面啦，要加个微信啊，我

正在山南市读职高，已经高二了。”

之前记者几次去森布日，这个孩子都在

距离新家几十公里外的贡嘎县中学读书。洛

桑桑旦说，近 3 年，他成长了许多——刚到贡

嘎时，老师讲课的速度和内容的难度让他花

费很大力气才适应。

他还学会了使用电脑。“通过网络我发

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年轻人可以有很多种生

活方式，比我之前想象的还精彩。”洛桑桑旦

说，未来，他想学习更多计算机的相关知识，

为职业发展储备技能。“我哥哥在日喀则一所

职高学物流。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和哥哥一起

做生意，我开网店，他负责物流。”洛桑桑旦畅

想着未来。

临别时，年轻人兴奋地带着记者去看他

家新购置的小卡车，“家里新买的，阿爸前几

天还带着我们去兜风！”

站在高处俯瞰森布日安置点，一片红绿

相间的操场惹人注目——这是森布日九年一

贯制学校。像洛桑桑旦一样，越来越多的孩

子正通过更好的教育改变命运，拥抱未来。

铃声响起，孩子们一群群从教学楼冲出，

在塑胶跑道和足球场上互相追逐。

这样的画面在洛桑桑旦海拔 5000 米的

故乡很难出现——在那里，动作大一些就喘

得厉害，孩子们很少开展室外体育活动，即使

有体育课，运动量也不能太大。学校统计数

据显示，搬到森布日两年多后，与搬迁前相

比，小学同年级的孩子个子高了。

提高的还有学习成绩。学校党支部书记

邓增曲加从教近 20 年，他说：“新的环境让学

生家长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对教育更加重

视了，希望孩子能通过接受教育，迎接更美好

的生活。”

森布日紧邻雅鲁藏布江，对岸就是机场，

在操场上能远望飞机起落。“希望有一天能坐

飞机去北京，看看那里的高楼、科技馆……”

学生美朵措满怀憧憬。

罗达瓦家乡的草场——

越来越多草场被归还
大自然，野生动物自由栖息

2022年春末，记者在双湖采访时遇到一场

大风扬沙天气。藏北草原的大风挟卷着沙石

呼啸而来，人在街上走着，几乎无法睁开眼。

“羌塘深处的草场生态脆弱，长期的放牧

给草场带来更大压力，遇到大风天气容易出

现扬沙。前几年，这样的情况更加频繁呢！”

随行的本地干部告诉记者。

如今，生态搬迁给双湖草场带来喘息之

机，草原逐步恢复。

为了保障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各县在搬

出地成立了牧业合作社。在过渡时期，如何

最大限度减少放牧行为对生态的影响？安

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扎西罗卜介绍：“合作

社 会 根 据 草 场 承 载 量 合 理 安 排 牛 羊 数 量 。

计算牲畜量时，我们通常将牲畜统一折算成

绵羊单位。例如搬迁后，帮爱乡的牲畜数量

维持在 7.3 万个绵羊单位，远低于 13.36 万个

的核定承载量。我们还在帮爱乡设置了超

过 33 万亩的禁牧区，以保护生态环境脆弱

区域草场。”

3 年多时间里，记者多次来到罗达瓦曾

经 居 住 的 查 仓 村 ，目 睹 了 变 化 的 发 生 ——

2020 年夏天，这里是一片破旧的房屋；2021 年

夏天，房屋等建筑被拆除，草种被播撒下去；

2022 年，浅浅的青草已经破土而出。

双湖县一半以上的县域面积属于羌塘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藏羚羊 10
万多只、野牦牛 2 万多头。许多野生动物正

重新回到这片天地。走进一个村庄，两头高

大的藏野驴正啃食杂草——这样的场景如今

在双湖很常见。查仓村，意为“鹰聚集的地

方”，多年前，人们结束游牧生活，在这片土地

建立村落、定居生活。现在，查仓重新成为鹰

隼等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

在更早启动搬迁的尼玛县荣玛乡，生态

改善愈发显著。搬到拉萨的少年多桑，前不

久回老家时，遇见一大群藏羚羊，令他兴奋

不已。

以前，多桑只能隔着牧养牲畜的围栏看

这些野生动物。而藏野驴、藏羚羊等野生动

物挂在铁丝围栏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周边牧

民及管护员如果及时发现，它们会得到积极

施救。但很多时候，围栏成了“陷阱”。

“最初，为了保护退化的草场，我们在青

藏高原建立了许多围栏。围栏禁牧是低成

本、高效率的生态恢复措施。”中科院青藏高

原所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研究团队研究员孙

建介绍，“随着围栏时间增加，草地生态系统

不稳定增强，会发生二次退化。草地恢复健

康后，应该及时拆除围栏。当前，优化围栏管

理是草地生态保护的重要议题之一。”

生态搬迁后，荣玛乡已拆除围栏 2.5 万

米、腾退草场 1334 公顷，实施生态修护工程，

全面改善迁出地生态环境。

“越来越多草场被归还大自然，动物得以

自由栖息。这正是我们支持生态搬迁的原因

之一。”罗达瓦说。

图①：罗达瓦的新家。

图②：罗达瓦在新家院门口晒太阳。

图③：西热措姆和儿子洛桑桑旦。

图④：森布日安置点。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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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
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指出，人民幸

福是最大的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

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府

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

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让西藏彻底摆

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与全

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呈现出生机

勃勃的繁荣景象。

为了更好兼顾生态保护和民生改

善，2019 年 12 月起，西藏自治区实施大

规模极高海拔生态搬迁，居住在那曲市

双湖县、安多县、尼玛县海拔 4800 米以

上区域的超过 3 万名群众，相继搬迁至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村的安置点。

森布日距离拉萨市区 60 余公里，安置点

内医院、学校、市场等一应俱全。

生态搬迁，彰显新理念，搬出新生

活。3 年多来，本报记者六上双湖县，并

多次前往森布日采访，从藏族老人罗达

瓦一家，深切感受到生态搬迁带给当地

群众生活的巨大改变。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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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

关人民福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水网建设规划纲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国家水网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绘

就了新时代治水兴水新画卷。

治水兴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

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 手 发 力 ”治 水 思 路 ，确 立 国 家“ 江 河 战

略”，擘画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指出“我们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下一步发展目标，都

要把水考虑进去，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强调“水网建设

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

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批基础性、战略性

重大水利工程不断推进，国家水网规划建设

取得历史性进展，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

施体系，有力保障了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

会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与此同时，我

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

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我国以占世界 9%的

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

人口。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长远发展角度看，

要解决好水问题，必须高质量建设“系统完

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

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全面增强我国水

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

备能力。《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到 2035年，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

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

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实现这一目标，将为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大江大河大

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提供坚实有力支撑，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推动国家水网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

能力为目标，坚持立足全局、保障民生，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人水和谐、绿色生态，系统谋划、风险管控，改革创新、两手发

力的工作原则。要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结合江

河湖泊水系特点和水利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

骨架，畅通国家水网大动脉。要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

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

系。要统筹规划国家骨干网和省市县水网建设，坚持高标准、

高水平，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推动国家水网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尤

须久久为功，扎实推进。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要加强组织实施，加强政策保障，

加强科技支撑，科学有序推动各级水网工程统筹规划、协同建

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咬定目标不放松，凝心聚力抓落实。新征程上，把国家水

网建好，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定能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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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上接第一版）增强洪水调蓄能力，加快实施一批流域控制性水

库工程建设，努力争取流域洪水防控的主动权。确保分蓄洪区

分蓄洪功能，优化调整蓄滞洪区布局，加快推进长江、黄河、淮

河、海河等流域重要蓄滞洪区建设。提升洪水风险防控能力，

科学提高防洪工程标准，增强全社会安全风险意识，提升流域

防洪智能化水平，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项措施。

《规划纲要》指出，要完善河湖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快复

苏河湖生态环境，让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加强河湖生

态保护治理，开展重点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保障河湖生态流量，

加强岸线功能分区管控。加快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逐步实现

采补平衡。推进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加强青藏高原“中华水

塔”保护，以长江上中游、黄河上中游、东北黑土区、西南岩溶石

漠化区、三峡和丹江口库区等为重点，综合防治水土流失。

《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国家水网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国

家骨干网和省市县水网建设，坚持高标准、高水平，全面提升水

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推进安全发展，提升水安全保障标准，加

强水安全风险防控。推动绿色发展，强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

约束，建设生态水网工程。加快智慧发展，加强水网数字化建

设，提升水网调度管理智能化水平，完善水网监测体系。统筹融

合发展，加强国家骨干网和省级水网互联互通，有序推进省市县

水网协同融合，加强水网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完善体制机制，

创新水网建设管理体制，健全水网良性运行机制。

《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要加强组织实

施，建立健全规划纲要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和上

下联动，科学有序推动各级水网工程统筹规划、协同建设。要

加强政策保障，细化完善配套政策，积极支持国家水网工程规

划建设。要加强科技支撑，积极开展国家水网建设重大问题

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提高水网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水平。

（上接第一版）街坊总会将助力培养爱国爱澳人才，紧抓粤港澳

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表示，有

赖于国家在过去 20 多年的大力支持，澳门特区 4 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实力不断增强。希望澳门各领域

专业人士、科技工作者都以此为契机，深入了解并服务国家所

需，不辜负习近平主席的殷切期望。

澳门公务专业人员协会会员大会主席陶永强表示，将引

导专业领域公务人员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意识，完善科技创

新政策配套，加强青少年科技人才教育培养，切实提高澳门科

技创新实力，推动科研院校更加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创中心建设，打造特区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崭新名片。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工联总会副会长林伦伟表示，科技和

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青年和人才是澳门未来发

展的关键，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相关领域政策与资源

投入力度，更加重视青年人才培养，更加支持教育发展和科技

创新，激发澳门青年爱国热情与报国担当，积极投身兴澳建澳

和科技强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