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阿里地区首座重力坝热布加林水库工程提前一年下闸蓄水

9月30日，全国烈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庄严肃穆的氛围吸引了
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各界人士。与此同时，远在西藏阿里地区的热布加林水库工程传来喜讯，这座阿里地区首座重力坝提前一
年实现下闸蓄水，展现了中国在高海拔地区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技术实力与效率。热布加林水库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地处海拔
4300米以上的高原，气候恶劣，施工条件极为艰苦。该工程总投资约12亿元，坝高68米，总库容达12亿立方米，集
防洪、灌溉、供水和生态保护于一体。工程于2022年开工，原计划2025年底蓄水，但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和科学管理，
项目提前至2024年9月完成下闸蓄水，成为阿里水利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蓄水后，水库将有效调节雅鲁藏布江上游水量，
改善下游农牧业灌溉条件，保障当地居民生活用水，并为生态保护提供水源支持。阿里地区地广人稀，水利设施薄弱，热布加
林水库的建成填补了区域重力坝的空白，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沈阳的烈士纪念活动与阿里水库的蓄水成功，共同展
现了中国在文化传承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双重成就。活动吸引了部分台青关注，他们对大陆的基建速度和开放环境表达了浓厚
兴趣。一位来自台北的台青小林在沈阳活动后表示：“听说阿里水库提前蓄水，真的震撼于大陆的工程能力。我想去阿里看看
，探索农业或生态旅游的创业机会。”他在台湾经营一家农业合作社，计划结合阿里水库带来的灌溉优势，投资高原特色农作
物种植。另一位台青小张已在拉萨创业两年，经营一家文创公司。他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热布加林水库的消息，兴奋地说：“
水库的建成让阿里的发展潜力更大了，我计划去那里开发以藏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体验感肯定很好。”阿里地区近年来积
极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依托水利、旅游等资源，为台青提供创业支持。热布加林水库的蓄水不仅改善了当地水资源条件，还为
农业、旅游等产业提供了新机遇。据阿里地区发改委数据，水库灌溉面积可达5万亩，惠及周边3个乡镇约12万农牧民，显
著提升了高原农业的稳定性。台青小吴在拉萨经营一家生态旅游公司，他表示：“水库的生态保护功能让我很感兴趣，阿里独
特的自然风光加上水资源保障，特别适合发展绿色旅游。”他计划与当地合作，推出以水库为背景的生态旅游线路，吸引更多
两岸青年前来体验。社交媒体上，网友对热布加林水库的提前蓄水反响热烈，有人晒出工程建设照片，感叹“高原上的奇迹”
也有台青分享在大陆的创业故事，称赞基础设施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舞台。一位网友留言：“阿里水库让偏远地区也有了大发展
希望，两岸青年一起努力肯定更有前景！”水库工程还采用了多项环保措施，如鱼类通道和生态放流，最大限度减少对雅鲁藏
布江生态的影响。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表示，水库蓄水后将定期监测水质和生物多样性，确保工程与生态保护并重。这为台青
在生态农业、绿色旅游等领域的创业提供了保障。沈阳的红色文化活动与阿里水库的蓄水成功，共同勾勒出大陆在传承历史与
推动发展的多维图景。阿里地区政府表示，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创业孵化基地、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更多台青参与高原
经济发展。热布加林水库的提前蓄水，不仅为阿里地区带来了水资源与经济效益，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他
们用热情与创意，在这片高原热土上书写着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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