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为切实凝聚群众力量共同参
与治理，今年以来，石渠县人大选取离县
城较近、交通相对便捷的联系点虾扎镇塔
须村冬春草场为试点，协调畜牧、水务等
部门探寻草原治理新机制。

“举个例子说，之前，我们的草原奖励
补助资金是采取平均发放的形式，牧民群
众是否真正在草原恢复建设中发挥作用对
于所享受草补资金的多少并无影响，造成草
补资金对群众生活改善起到很大作用，而
草补资金的实际效用发挥不明显。因此，
新机制的‘新’主要新在我们想通过一系列
奖惩机制和管理办法，再辅以常态化的教
育宣讲工作引导群众树立草原生态保护、
治理意识，掌握科学合理放牧方式方法，自
觉遵守有关草原管理和生态治理的规定，
从而最大限度的调动群众参与草场建设、
管理、保护的积极性。”刘泽说。

在与刘泽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今年该
县将以选取的塔须村33万亩草场试点改变
草场恢复建设机制，按照先行试点、示范推
广、全面提升三步走思路，创出一条地域特

色鲜明、利于示范推广、政策体系配套、扶持
方式科学、管理机制灵活的草地生态畜牧业
发展的新路子。具体做法是，将塔须村试点
按照牧民聚居区分为帕青塘、达溪塘、勒嘎
塘三个分点，每个点再由各家各户组成联户
组，由村干任组长，组长根据草原管理相关
规定划分各户包干片区，虾扎镇与村委会、
村委会与联户组、联户组与村民层层签订草
原建设、管理、使用协议。组长和乡干不定
期检查各区域草原治理情况，按照实际种草
灭鼠，围栏管理，禁牧、休牧、轮牧执行情况
等综合评定各户得分，得分情况直接关系草
补等奖励性资金的发放。

此外，在试点内还将根据实际情况综
合实施多项措施，提高恢复建设效率。一
是设立公益性岗位，组织少畜户、无畜户、
贫困牧户组建专业灭鼠队伍，按60%为保
底工资，40%为绩效考核工资，根据其灭面
和灭效付给相应的劳动报酬；二是安排专
业技术人员定期开展培训，使牧民切实掌
握灭鼠—围栏封育—捡石—除杂—施肥—
补播—管护—收贮等系列治理、恢复建设

技术，提高群众修复和治理草场的能力；三
是加强户营打贮草基地建设，提高自我防
灾抗灾能力，在定居点附近，以户为单位，
大量修建打贮草基地建设项目，提高牲畜
饲草饲料的供应量和应急储备能力；四是
转变牧业发展方式，积极推进草场有偿流
转机制，按照依法、自愿、公开、有偿的原
则，积极探索有草场的少畜户、无畜户，通
过完善经营合同，开展以转包、出租、入股、
托管、转让等方式的草场经营权流转，通过
流转使畜牧业生产要素向养畜能手、家庭
牧场等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要求的经营主
体有偿转移，进而使牲畜、劳力、资金、技术
等生产要素有利于规模化、标准化、集约
化、专业化、生产化。同时，为牧区劳动力
增加就业岗位和拓宽就业渠道，有利于人
和草场的分离，有利于对草场的合理利用
和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进而有利于生
态建设。通过引导、总结、逐步推广，通过
草原经营权的流转实现草畜平衡，使其进
一步顺应现代化畜牧业的发展方向，进而
实现草原与人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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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环境保护绝对不开玩笑，中央和省级两级
环保督查大格局已形成。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历来是世界各个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建设重点。
然而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环境保护的建设与发展
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导致了人类的生存、生产
的环境质量逐渐走向危机，造成某些生活上必需品
的污染枯竭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

就我国而言，环境保护的概念提出的比较早，我国
政府部分和有关机构就环境保护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
保护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也就生态环境提出了自己看
法，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
计，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
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书记的讲话为我们表明了生态
环境的重要性，也展示了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

各种环境会议的举行、各项环境督查活动的进
行，都说明当前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要性，
同时也在另一个方面说明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中央环境督查工作的全面启动，说明我国正在积极的
寻找一条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建设，适应生态环境发展
的法制道路。笔者认为我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同步发展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抓
紧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
设，才能够在环保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为环保工
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其次，建立环保机制，增加环
保资金的投入。推动环境科技的进步，加强环保工作队
伍的建设。最后，要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加强环境
保护宣传，让公众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经济 随笔

本报讯（记者 周华 文/图）记
者日前从乡城县环林局获悉，近年
来，该县以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
（湿地）为引领，加大城市、乡村、道
路、国土绿化力度，下力气植绿山
川；做好庭院绿化，做美城市、扮靓
乡村，做实生态这篇大文章，助力全
域旅游，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双丰收。

据乡城县环林局干部魏全友介
绍，该县以做好城市和乡村绿化为依
托，与城建部门一道抓好城市绿化工
作，让城市绿化一年上一个新台阶。
从2010年开始，先后启动了省道、县
道、乡道、村道、庭院绿化工作，在全
县12个乡镇，开展以美化为主的综
合性绿化工作，投资400多万元，实
施道路和庭院美化。记者在该县青
德镇看到，通过实施道路和庭院绿
化，乡村道路和庭院成了当地最美的
风景。在青德小学，投资50多万元
的庭院绿化，已经让这座校园绿树成
荫、四季花香。而在洞松乡松通村和
卡兴两个移民村，原来光秃秃的大地
已经披上了绿装，随风飘动的杨柳让

人心旷神怡，一棵棵核桃、苹果等经
济林木，不但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在国土绿化方面，该县县委、政
府每年都要组织实施全民绿化工
程，由县环林局提供规划和技术支
持，要求全县所有干部职工利用5、6
月的植树黄金期，人均植树 1 至 3
棵。并将植树成活率纳入单位目标
考核，由县环林局和目标办组成工
作小组，负责督促检查、考核。同
时，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项目，仅2016
年，就在香巴拉镇东宫村投资州级
财政资金285万元，实施山植树项目
2850亩；同年，在香巴拉镇投入生态
转移支付资金1967万元，沿硕曲河
实施植被恢复项目 407 亩（2015 年
项目）；2016年，投入生态转移支付
资金1926万元，在尼斯乡实施植被
恢复项目1000多亩。县环林局办公
室主任秦贺伟告诉记者，该县还大
力实施“路种花”项目，2016年，投入
资金40万元，在亚赤路乡城段实施
路种花20公里；今年，将投资300万
元，继续在亚赤路实施“路种花”提

升和造景工程 20 公里。他告诉记
者，通过实施国土绿化工程，全县目
前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52.23%。
此外，还建成核桃基地4万多亩，将
为全县农业人口年人均增收500元
以上，不但植绿了山川，还为百姓致
富开辟了新路。

据秦贺伟介绍，除了大力开展植
树造林外，该县切实做好退耕还林和
天然林保护工作，目前全县已经顺利
完成第一轮和第二轮退耕还林工作，
巩固退耕还林3.6万亩（因第一轮到
期，实际补助为2.3万亩）；每年实施
集体公益林管护3.9万亩、国有林管
护406万亩。他告诉记者，该县还加
大了森林草原防火力度，建成了由
100人组成的专职扑火队，在全县89
个行政村设置了护林员；为助力精准
扶贫，还针对精准扶贫户设立了生态
护林员岗位237个，每个岗位年均收
入6000元，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
加了贫困户收入。同时，设立了县级
泥丁、佛珠峡自然保护区，加大了野
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

此外，据该县环林局副局长姜

德传介绍，近年来，该县加大了环境
执法监查和环境监测力度，做好环
境影响评价和环保宣传，对施工现
场、重点场所、空气质量、水源地水
质、河流水质等进行监测，做好环保
宣传进机关、学校、企业、寺庙工作，
做到绿化和环保齐着力、同推进。

青德镇仲德村村民杜吉告诉记
者，现在的乡城县，灰尘更少了、大山
变绿了、河流变清了、生活舒心了。
秦贺伟告诉记者，目前乡城境内硕
曲、玛依、定曲三条河流的水质均达
到了国家三类以上水质标准，天更
蓝、水更清，成了乡城的真实写照。

植绿山川 做美城市 扮靓乡村

乡城县做实生态文章

扎溪卡草原的“疗伤”之路
——石渠县积极探索草原生态修复新机制

【背景资料】
石渠县位于四川省西北角，

地处川、青、藏三省区的交界处、
巴颜喀拉山南麓，属青藏高原的
腹心地带，是长江、黄河源头生
态地区重要组成部分，被“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三面环抱，境内
平均海拔 4526 米，空气含氧量
仅有海平面区域的30%、内陆地
区的60%，境内气候具有十分典
型的季风高原特征，气温低、日
照时间长，昼夜温差较大，长冬
无夏，四季不明，无绝对无霜
期。全县幅员面积 25191 平方
公里，天然草地总面积 3216 万
亩，天然草地面积占四川省草地
面积的15.33%，占全州草地面积
的 23.88%，其中：可利用草地面
积2862万亩。以草地为主的生
态系统，构成了长江、黄河上游
的天然绿色屏障，是全省、全州
草地生态重点区，是全国五大牧
区川西北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
发区，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
西线起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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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各项重点生态工程
加大法制建设力度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石渠拥有得天独厚的草地资源，是全
省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保护区，然而由于
气候原因、自然灾害、鼠虫害及不合理的开
发和利用草地资源等因素影响，这里的生
态环境又十分脆弱，特别是近年来草原‘三
化’（鼠虫害化、荒漠化、板结化）现象严重，
为切实保护长江、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维系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平衡，保护
生物多样性，同时保护牧农民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草地资源，有效遏制草原生态系统
恶化趋势越发显得刻不容缓。”石渠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泽在近期的草原生态专题调
研时说，“特别是今年，全州、全县正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工
作大见效’大讨论活动，要求我们在生态保
护建设工作中也同样要从实际出发，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躬耕务实，切实在草原治

理恢复中见成效。”
据刘泽介绍，长期以来该县县委、政府

始终把治理生态恶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
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实施了长江防
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天然草
原植被恢复与保护、退牧还草工程项目和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立了长沙贡玛国家级湿地生态
保护区、正科湿地生态保护区。同时加大
法制建设力度，制定出台了《石渠县草场管
理暂行办法》，对“四季”轮牧、牛场搬迁、破
坏草场等行为的处罚作了明确具体的规
定，为有效保护草地生态资源发挥了积极
作用，然而草原生态治理恢复和保护工程
的艰巨性、长期性，使得该县必须不断解放
思想探索草原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新思路。

“‘人靠畜、畜靠草’的道理牧民群众都

懂，但‘草不光靠天，还靠人’的意识缺乏，
许多群众对草原建设、管理、使用，不关心、
不重视，认为这都是政府的工作，滥牧、乱
牧现象屡禁不止，种草灭鼠、围栏修补敷衍
了事，导致长期以来各项草原治理工作推
进缓慢。”该县畜牧局局长曲多说。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造成我县草地生
态资源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用‘三
多’、‘三少’来概括：草地鼠虫害多、‘三化’
草地多、自然灾害多，草地可载量少、可食牧
草种类少、草地肥力回复少，全县90%以上
草地不同程度退化，草地生态系统失衡，治
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泽说，“我县生态
草原环境的现状告诉我们，石渠草原环境的
治理和保护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批人
就能一蹴而就的，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力
量，共同参与到治理和保护工作中来。”

创新奖惩管理机制
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探索

■刁海瀚 文/图

甘孜县

倾力打造魅力生态县
本报讯（王永霞）5 月的甘孜微风徐徐，阳光明

媚。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幅水碧草绿入画屏的
美景展现眼前。举目远眺，满眼青翠，让人陶醉；徜
徉城乡，绿韵飞扬，令人神往……

2017年，甘孜县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战略思想，坚持政府组织、社会参与、统一
规划、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的原则，以“全民义务植
树”为主要抓手，大力实施森林城市建设、水系造林
绿化工程、沙化土地治理、道路绿化建设、绿色家园
建设等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倾力推进绿色生态建设。

据悉，该县已完成新老城区补植补造万年青3.3
万株、丁香3万株；实施人工造林1.2万亩、封山育林
1万亩，新育苗50亩、种花35亩；在雅砻江、达曲河、
泥曲河、打火沟等河流、沟渠两岸，因地制宜栽植护
岸林700亩，种下树苗4.8万株；种植云杉27.8万株、
旱柳0.4万株、康定杨0.2万株，成功治理庭卡六村沙
化土地0.32万亩；完成G317线拖坝乡至德格县界段
道路绿化57.7公里，县乡村道路绿化1.7公里。

道孚县

城乡环境治理出实招

本报讯（本报记者）日前，按照省林业厅统一安
排，州林业局启动“林业生态旅游扶贫千村万景行
动”，旨在进一步开发我州丰富的森林生态旅游资
源，有效宣传重点村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助力旅游
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助力贫困村群众脱贫增收，不
断扩大我州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知名度，全力推进林
业生态旅游助推全州脱贫攻坚。

据悉，该行动将结合全州旅游产业扶贫规划和
林业生态旅游资源现状，从 1360 个贫困村中遴选
100个林业生态资源丰富、生态景观优美、原生文化
底蕴深厚、道路通畅、适宜发展林业生态旅游的重点
村。同时，省生态旅游协会将组织相关专家和摄影
家团队进入贫困村取景，深入100个生态旅游发展重
点村开展调研摄影，举办大型摄影展，出版《美丽四
川千村万景》画册及系列丛书，并召开招商引资对接
会，举行生态旅游商品等活动，对贫困村生态旅游资
源进行包装、宣传，全力助推重点村脱贫奔康。

州林业局

启动千村万景行动

本报讯（县政府办）日前，一场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攻坚战在道孚县全面拉开，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全力营造一个优美舒适、干净整洁、秩序良好的
城乡人居环境。

在整治中，该县实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牵头单
位领导、主要责任单位领导双组长领导包挂制，制定
出台方案，细化任务，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确保了人员、职责、任务三到位。同时，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该县责令国土、住建、交通、公安等主要部
门及乡镇党委政府切实履行职责，按照行政告知、自
行拆除、强制拆除等方式严格控制时间限度，集中对
主干道沿线“九子一线”违法违规乱象及“九乱”现象
进行全面排查清理，依法依规拆除公路沿线、主干道
两侧3米至25米内简易厕所、阳光棚、围墙等违章建
筑，停建所有在建建筑。按照“边整治、边规范、边提
升”的要求，引导群众合理规划民房、加水点、经幡悬
挂点、商贸网点的建筑格局，全力打造一批“风情小
镇”和“旅游乡村”，推进城乡风貌有特色、出品位、上
档次。截至目前，全县共拆除违章建筑303处、乱堆
乱放等“九乱”现象53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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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鼠行动。

庭院美化。

全民种草。

宣传动员。

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