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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西藏

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60 年来，山南市各族人民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保稳定、促发展、

惠民生，推动山南经济不断走向繁荣发展、社会

不断走向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走向全面小康。

过去一年，山南市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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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304.42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5.8%；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1.4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6.5%；

规上工业增加值 33.03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5.81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6.9%；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51224 元 、23346 元 ，比 2023 年 分 别 增 长 6.4% 、

7.6%。

承压奋进 千方百计稳经济

充分利用“一小时经济圈”优势、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等要素，承压奋进，实施新质生产力赋

能工程，在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能转换等方面

谋篇布局、加力提速，全力打基础、蓄后劲、寻突

破，努力追赶跨越。

坚持向“新”而行。加大政策支持，优化营商

环境，加强招商引资，落地一家重载无人机企业

发展低空经济；落地一期投资近 10 亿元的“雅江

1 号”智算中心发展数智经济；落地一家制氢制

氧企业启动氢氧试点工作，积极洽谈新能源储能

锂电池工厂、高原机电装备环境适应性实验室、

顺丰物流货运专线等新兴产业项目；建成中车清

洁能源装备产业园生产储能装备；推动安琪益生

菌投产运营开展生物科技研发，海思科创新药

2 条生产线获 批 。 累 计 招 引 新 质 生产力企业

10 家，计划投资规模超过 200 亿元，山南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不断孕育生成。

坚持挖“潜”提升。始终把促消费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打好提振消费政策“组合拳”，

拉动各类消费 4.96 亿元。开辟“赛事+节会”

经济新模式，成功举办西藏农民丰收节、环羊

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草原足球邀请赛等赛事

节会，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全力激发消

费潜力。举办雅砻物交会，交易额达到 7.05 亿

元，同比增长 7.2%。坚持上限企业抓入库、近

限企业抓培育、新进企业抓跟踪，科学制定限

额以上企业梯队培育计划，对近限达限企业落

实“1 对 1”业务指导，主动上门服务，全年新

增限上企业 33 家。

优化结构 全面抓好产业文章

山南市把握时代脉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发为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能，不断推动产业发展加快向规模化、

绿色化、现代化迈进。

坚持“一产上水平”。突出稳面积、提单产、

增质效协同发力，粮食产量达到 17.58 万吨。新

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 家，西藏宏农被评

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率先将青稞

等 16 个本地品种送上太空育种并试种成功。藏

鸡、藏猪、核桃、葡萄、矮化苹果等农牧特色产业

带持续巩固。

坚持“二产壮筋骨”。实行优质企业梯队培

育，新增规上企业 5 家。诺迪康药业等 3 家企业

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完成绿色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 6.2 亿元。坚持基地化理念推动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

坚持“三产提品质”。加快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走出去”“请进来”双向交流，接待国内

外游客 759.32 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 28.89 亿

元，比 2023 年分别增长 22%、15%。金融业持续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创新开展“行长访厂长”金融

顾问活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396.31 亿元，

创全市历史新高，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50.09 亿元、

比 2023 年增长 10.4%。

内外联动 全面打造开放型经济

坚持扩大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重，充分发

挥区位、平台、政策、资源等优势，积极融入新发

展格局，着力打通改革开放“任督二脉”，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实现优势互补互用、市场互相促

进、经济共同发展。

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率

超 70%，高频事项申请材料减少 10%，办理时限

压减 68.7%。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科技

创新税费优惠 1.94 亿元、制造业发展税费优惠

1.86 亿 元 ，非 公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到 5.49 万 户 、比

2023 年增长 9.6%。

创新助企纾困举措。完善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企业物流

专项补贴机制，出台引进“首店经济”奖励扶持等

政策，召开政企恳谈会，开展“访民情、优环境、促

发展”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将每月 20 日确

定为“企业接待日”。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启动工程建设领域专

项整治，处罚 4 批次失信违规企业，城市信用状

况监测综合指数在全国排名提升 49 位，在西藏

排名前列。

实施外贸突破战略。培育巅峰贡蜜等 4 家外

贸生产型企业，历史性实现首批 30 吨矮化苹果

出口，全市完成外贸总额 3728 万元、比 2023 年增

长 116.2%。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项目 140 个，到位

资金 81.87 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36.3%。深化受

援 合 作 ，实 施 援 藏 项 目 142 个 ，完 成 投 资 4.24

亿元。

强基补短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坚持以“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为实践路径，聚力构建优势互补、同频共振的

城乡区域统筹体系，让山南的“里子”更实、“面

子”更靓，全力打造“来者心动、观者心悦、居者心

怡”的美好山南。

高标准打造新型城镇化。谋划实施城区停

车场、小广场、菜市场、边角地绿化整治等城市补

短板项目，全面启动城市环境美化、绿化、亮化、

净化、智慧化“五化”3 年提升行动，建成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 130 个，成功入选“全国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先行区”试点，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深入

开展兴边富民中心城镇建设试点，错那新城建设

加快推进，错那市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

县，隆子县在全区率先开通新能源公交线路。

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实施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项目 50 个，超额完成农村人畜分离任务，农

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0.8%，扎囊、琼结、曲

松、错那等县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86 个村居获评自治区级美丽宜居示范村。整市

推进农村寄递物流改革，新建农村寄递物流综合

服务站 701 个，实现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一公

里”、农特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高效畅

通。稳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山南做法”在

全国现场会交流分享。

多渠道促进就业增收。坚持把促进群众就业

增收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推动政策、产

业、项目协同发力，千方百计拓展就业增收渠道，

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24 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总量排名全区第 3。健全就业服务

体系，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着

力构建市场就业、自主创业、区外就业等多渠道

就业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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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8%。深

入开展精准化培训、组织化转移，加大国家投资项

目吸纳当地农民工、使用本土建筑建材工作力度，

选派 15 人赴内地进行金牌家政培训，全年农牧民

转移就业 16万人次、创收 18.01亿元。

展望前路，山南市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

责任共担、发展共谋、问题共克、工作共促，唯实

争先、笃行实干，打赢“十四五”收官战，以优异

成绩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数据来源：山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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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简介山南市简介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因地处青藏高原冈因地处青藏高原冈

底斯山脉以南而得名底斯山脉以南而得名，，位于西藏南部位于西藏南部、、雅鲁藏雅鲁藏

布江中下游布江中下游，，与印度与印度、、不丹两国接壤不丹两国接壤，，北接西北接西

藏首府拉萨市藏首府拉萨市，，全程高速全程高速 9090 公里公里。。西藏的大西藏的大

型国际航空港型国际航空港——贡嘎机场就在山南市贡嘎机场就在山南市，，现现

已开通国内外航线已开通国内外航线 100100 余条余条。。

山南区位优势明显山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突出资源禀赋突出；；文化文化

底蕴深厚底蕴深厚，，素有素有““藏民族之宗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藏文化之源””的的

美誉美誉。。山南自然景观壮美山南自然景观壮美，，名胜古迹比比皆名胜古迹比比皆

是是，，拥有拥有 11 个国家风景名胜区个国家风景名胜区、、44 个个 44AA 级景级景

区区、、1010 个个 33AA 级景区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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