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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山

德格县，拥有森林面积86.6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32.6%，老百姓一度守着绿水
青山却找不到“金山银山”。近年来，德格
县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将深化林业改革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发展林业经济、强化
生态护林、推进生态旅游，让老百姓看到
脱贫致富的希望。

林下经济
做成富民大产业

德格是林业大县，常年有效管护森林
531.2万亩，群众增收要靠林业，发展全域旅
游也要靠林业。县委书记嘎绒拥忠说，发
挥林业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在
保护林业资源、做好生态抚育工作的基础
上发展林业经济，为5120户贫困人口增收。

德格县每年筹措3700余万元用于天保
工程、退耕还林、森林抚育和原料林建设等
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和重点区域造林绿化项
目。政府优先采购以贫困户为主体的林业
合作社的产品服务，优先聘用有劳动力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贫困群众劳务收入。

按照全州“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
山下饱肚子”的生态文明战略总体要求，
加快山植树、路种花（草）、河变湖（湿地）
生态建设步伐，目前正在落实的国有中幼
林抚育项目、俄色茶原料林基地项目、和

林下经济项目等，可带动306户贫困户每
户每年增收 4000 元。同时，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时重点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
2016年为每个符合退耕还林条件的贫困
户规划落实退耕还林人均 10 亩以上，实
现年人均增收2600元。

德格县还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重点发展原料林、药
菌等林下种养业和林产品深加工业，做大
做强林下经济。县政府副县长李洪俊说，
全县已建成4个涉林木（菌类）专业合作
组织、1个县级林业扶贫产业园区、1个森
林公园、2 个湿地公园，积极培育有丰富
林下种养经验、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规模的
产业大户，确保每个林区贫困村有特色林
下种养、生态保护及利用等方面的示范点
和示范户，带动、帮助贫困户脱贫。

龚垭乡康公村多吉是俄色茶原料林基
地主要负责人，2016 年他与合伙人承包
1000亩土地种植俄色茶，吸收当地154户农
牧户（其中贫困户47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入
股，并将产业收入的50%分给入股农牧民，
使入股农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元。

护林上岗
贫困户生活有保障

“这里的生态保护好了，环境也美了，
每年还能领3600元的工资。”52岁的卡松
渡乡列西村贫困户错翁姆拿着护林员聘

书和“县生态护林员上岗证”高兴地说。
该县2016年开始探索将贫困户转化

为生态护林员的扶贫路子。通过政府开
辟公益性岗位的方式，按照县管、乡聘、村
用的原则，从102个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择优吸纳有劳动力的810名贫困
群众担任森林管护员。“在进一步强化森
林管护的同时，使607户贫困户每年均增
收3000元以上，”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局
长敖良忠说，“首批选聘的 219 名生态护
林员和 60 名大火队员已经上岗，并在冬
季护林防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态护林员实行一年一聘，主要任
务是巡山护林，每月巡山不少于 23 天，
通过考核后每年可获得 3500 元工资，直
至脱离贫困。到 2020 年，德格县计划聘
任743名生态护林员，人均管护面积160
公顷以上。

同时，德格县还制定了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筹措资金加
大国有林和集体公益林管护质量考核，按
照每亩14.75元标准及时兑现178.9万亩
集体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兑付2639万元。

生态旅游
背靠景区好赚钱

玉隆拉措位于德格县马尼干戈镇
境内，天然森林覆盖率高达 78%，具有
丰富的森林资源且交通便利。经过多

年旅游开发建设，一个具有一条好路、
两个板块、三处景观、四大功能的生态
景区已颇具规模。马尼村生态休闲度
假区、自驾游营地、徒步攀岩等景区景
点相继开发或建成。当地群众在景区
沿线就业、开民居接待或农家旅馆，增
收致富。

在发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德格县
探索出村组性开发的“达马模式”、股份
制开发的“柯洛洞模式”和集镇经济的

“马尼模式”。目前，全县已培育民居接
待点14个。

马尼干戈镇在区位好、商业价值高的
区域修建社区，集中安置景区拆迁户，并
动员农牧民发展民居接待，玉隆拉措景区
农牧户通过景区建设搬迁实现脱贫。原
景区内村民扎西错拿着景区建设征地和
林地流转补偿款，从沟里的土墙房搬到了
镇里的二层小楼，开起了家庭旅馆。“现在
光靠民居接待一年就能赚3万元，一家四
口日子过得挺舒坦。”

柯洛洞乡色巴沟，当地农牧户以林地
入股成立合作社，发展观光生态旅游业，
平均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00万元。目前，合作社共有成员78
户，其中贫困户35户。

达马镇美丽村充分利用乡村旅游的
带动作用，发展食用菌种植等林下经济，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5年的6190元增至
2016 年的 8869 元，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

为有效解决旅游开发的林地需求
与农牧民林地收益的矛盾，该县出台

《德格县林地综合利用管理办法》，规定
在林地集体所有权、个人承包权不变的
基础上，剥离林地经营权。“按照规定，
林地经营权可融资、流转、入股，保障流
转林地的村民从中获益。”李洪俊说，着
力土地流转试点推广，在开发中有融资
需求的企业也可以《林地流转经营权
证》为凭证，以林地经营权为抵押进行
融资。同时，协调龚垭乡更达村完成流
转土地 39 亩，参与流转的农牧户每年可
增收1.2万元。

“森林资源是德格重大的优势资源，
也为德格发展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今后，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
富。”县长黄杰说。

绿水青山带笑颜
——德格县力促生态林业扶贫纪实

底线
SHENGTAIDIXIAN

本报讯（央宗）近日，乡城县
组织老年干部召开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座谈，听取了老干部对乡城
县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老年干部们学习
了《关于印发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集中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听
取了乡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开展情况介绍。同时，老干部
们也积极为乡城县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建言献策。
与会人员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老干部们为乡城发展建言献
策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老干部
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支持
乡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多关注
乡城的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同时表示将牢记使命和
重托，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加
倍努力工作，加快建设美丽小康
新乡城。

本报讯（李铭暇 李云燕）近
日，康定市国土资源局邀请省地
质灾害防治专家开展地灾防治知
识宣传培训。

培训会上，省地质灾害防治
专家以图文并貌的形式，对泥石
流、崩塌、滑坡等常见易发地质
灾害的形成原因、成灾特点、防
灾对策进行了讲解和分析；同
时，结合我省地质灾害成功避险
典型案例，详细讲解了如何避免
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及自救互救
等知识。省国土资源厅总站监
察科工程师以地质灾害群测群

防体系建设为主题，分别介绍了
群测群防体系的构成，防灾预案
的编制、明白卡的填报，地质灾
害天气预报以及突发性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编制、救灾工作组织
等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今年主汛期即将来
临，该市为进一步提升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灾情速报、应急处置能
力，要求各相关乡镇部门尽快修
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组织开展
安全隐患大排查；抓好应急演练；
筹备好防汛物资；落实好值班值
守制度，时刻保持通讯畅通。

本报讯（孙学珍）“县上农技
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种植技术，已
经下来好几次了，我们学会了种
植的方法，真的效果不一样。”提
到春耕生产，雅江县瓦多乡中古
村村民布科深有感触。该县结合

“大讨论活动，打好科技扶贫“组
合拳”、“整体战”，确保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任务高位推进。

近日，该县农技站抽派技术
骨干人员和驻村农技员组成服
务团队先后到瓦多乡中古村、白
龙村、木绒乡、俄委村、亚多村、
木绒村、安桂村指导春季油菜、
秦 艽 种 植 技 术 和 木 耳 栽 培 技
术。集中学习，积极走村入户，

召集群众，讲解春季油菜、秦艽
中药材种植和木耳栽培的技术
要点；分散教学，以示范现场、田
间教学的方式，每到一村为一个
教学点，实行一对一、手把手教
农民群众油菜和秦艽种植的技
术要领；宣传教育，要搞产业，先
学技术，要求村民要积极参加各
种产业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农业
生产的技术含量。

此次通过服务团队一手抓理
论、一手抓实践，用通俗易懂、耐
心细致的讲解和指导得到了当地
干部农牧民的高度赞扬，农户就
农业生产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得到
了现场解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讯息
SHENGTAIDIXIAN

康定市

地质灾害防治下大力

乡城县

老干部建言城乡治理

雅江县

开启“田间教学”模式

本报讯（安康）4月14日，
丹巴县发生一起盗窃珍贵稀
少柏植物崖柏的案件，在案发
10小时后，嫌疑人格某等3人
已被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抓获，
目前3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据格某交待，4月10日，
格某因无证运输木材被丹巴
县森林公安局行政处罚，对
此格某怀恨在心。4月14日
晚，格某伙同李某和唐某，于

当晚凌晨3时，驾驶面包车前
往丹巴森林公安涉案财物保
管室进行盗窃，将1000斤左
右的崖柏盗走。办案民警在
格某家进行询问，发现在所
居住的房屋背后堆放着盗窃
的崖柏，停放院坝内的面包
车上有大量崖柏碎皮，在大
量的证据面前，格某对伙同
他人盗窃森林公安涉案财物
崖柏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盗窃珍稀植物 遭起！

本报讯（任文波）近日，新龙
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反应：该
县尤拉西乡一村民家中圈养一只
非洲小黑熊已时长两年半，期间
曾多次放生，但聪明的小黑熊都
原路返回村民家中，且在一次意
外中造成一群众轻伤。

接报后，新龙县森林公安局
立即会同野保部门赶至村民家中
开展小黑熊救助工作。在现场，
经鉴定，该熊系亚成体母熊，为了
有效保护和救助小黑熊，经请示

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多方衔接相
关部门后，终决定将小黑熊送往
雅安市碧峰峡野生动物中心。

近日，在该县森林公安、野保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新龙县环境
保护和林业局与雅安市碧峰峡野
生动物中心通过书面移交手续，
成功完成救助工作，为亚洲小黑
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据悉雅
安市碧峰峡野生动物中心下步将
对其进行全面检查、野化训练后
放归自然。

新龙县

为非洲小黑熊找家
史话
SHENGTAISIHUA

■台明月

“天地人和”“元亨利贞”。天地人
和，是对宇宙结构和宇宙整体的看法。

《易·序卦传》说：“三才者，天地人”。元
亨利贞，指万物生生不息而又和谐一
体。《易·乾卦》说：“乾，元亨利贞。”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说，
天之道在于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君子要
像天道一样自强不息。天地人和与元亨
利贞是相互联系、和谐统一的整体。天、
地、人既相互独立，又“保合大和，乃利
贞”。和合思想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浸
透着对自然万物的珍视，对我国传统文
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天人合一”“与天地参”。汉儒董仲
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季羡林对
此解释道：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
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如何
实现天人合一？《中庸》说：“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
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人
把握了天生的“诚”，发展人和万物的本
性，就可尽物之性、尽人之性，从而赞助
天地万物的变化和生长，使万物生生不
息，人就可同天地并列为三才，实现天地
人和谐发展。 “道法自然”“道常无
为”。《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七章
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前者把自然
法则看成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
则。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
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效天法地”，将天之
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后者则指出，道
化生天地万物，任其自然生长，其表现是
无为的，但从其结果来看，没有一样不是
生动有序的。因而，道表现无为，结果有
为。它告诫人们不妄为、不强为、不乱

为，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关系。

“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佛教主张
众生平等。《大乘玄论》说：“不但众生有
佛性，草木亦有佛性……若众生成佛时，
一切草木亦得成佛。”它要求尊重生命，
反对滥杀滥伐和破坏生态平衡。佛教主
张大慈大悲。《妙法莲花经》说：“大慈大
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既
要救其死，又要护其生。这种“护生救
死”的精神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平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
家，在其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生态智慧，这就是天人合一、众生平
等、道法自然。其最为显著的特征表
现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均可通过自身
德性修养、践履而上契天道，进而实现

“ 上 下 与 天 地 合 流 ”或“ 与 天 地 合 其
德”；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即天是

人类生命的根源和归宿，人要顺天、应
天、法天、效天，最终参天。我们今天
建设生态文明，应合理借鉴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
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民族和个人未
来前景的美好梦想。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当
今社会存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生活
方式，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与建设生
态文明相契合的生活方式是简朴生活和
低碳生活，强调抑制异化消费和过量消
费，提倡绿色消费。由个人生活方式转
变汇聚成全社会向生态文明生活方式转
型，既是每个中国人走向“生态人”的自
我觉醒和自觉行动，也必然促进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这方面，我国传统
生态智慧的很多合理内涵值得深入发掘
和借鉴。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传统生态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