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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海拔和气候条件影响的石渠县迎来
了晚春，该县1000余名干部群众来到距县城20
余公里的德荣玛乡生态草场保护建设示范点，开
始了一场干群共同参与的种草、灭鼠行动。

石渠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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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气候原因、自然灾害、
鼠虫害等因素影响，使得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特别是草原“三化”（鼠虫
害化、荒漠化、板结化）现象严重：
3216万亩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退
化，成为当地生态“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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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县畜牧局局
长曲多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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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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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多说。

为此，石渠探索始终把治理生
态恶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各项工
作的重中之重，率先开展药物灭鼠

虫生活习性及预测报技术研究，采
用“控制无害区、围歼重灾区、突出
重点、集中连片，重复灭治、整体推
进”的灭治方法，按照“生物防治为
主、化学防治为辅，物理、生态等综
合防治措施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取
得了大面积灭鼠虫害的良好实效。

“灭鼠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
重要的工作是种草和草场维护”畜
牧局负责种草灭鼠的翁扎说，“灭
治完成后还需要经过—围栏—耕
耙—施肥—扫残—除杂—播种—
补播—管护—收贮系列环节，才能
将鼠荒地逐渐恢复，并达到畜牧可
利用的目的，而最为关键的环节就
是管护了。”

从翁扎口中了解到，一片鼠荒
地经过恢复后如果管护不当，在不
到3年的时间内，恢复后的草场又
将逐步反弹回治理前的样子，使得
整个治理期间投入的资金、人力等
都变成了“无用功”。去年以来，石渠
结合脱贫攻坚契机，探索出了草场
管护的新路子：通过设立草原管理
社会公益性岗位和利用专合组织+
协会的模式，在解决草场管理问题
的同时，达到扶贫济困的目的，提
高恢复生态草原的效率。

据了解，石渠县通过“刚柔并
济”铁腕治理，完成常规草原鼠害防
治面积406万亩，占石渠草原鼠害
发生面积5.8%。防治效果达到90%
以上，可食牧草比例增加10%。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干群齐参与 协力除鼠害

小微水体，分布较散、管理困难且

自净能力弱，水质很容易被污染。要

让它们更有活力，需要投入更多的关

注与保护

生 态 论 苑

甘孜日报讯 为充分发挥林业在脱
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贯彻落实好省
州脱贫攻坚要求，坚决打赢深度贫困脱
贫攻坚战，州林业局结合工作实际，多
措并举加强林业扶贫重点工作。

强化林业建设资金保障。积极争取
中央和省级、州级林业建设项目、资金
以及林业贴息贷款，满足重大林业生态
工程和林业产业建设的需求；将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森林植被
恢复费和育林基金优先安排贫困村；加
强与同级财政对接，积极争取将林业产
业纳入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扶持范
围；加强资金整合，整合相关行业涉林
资金、林业行业内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
资金、财政资金与农民（社会）资金支持
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林业产业。

推进造林合作社组建运行。组织开
展政策宣传培训，全力推进造林合作社
组建；指导各县（市）制定造林项目评议
办法和开展评议工作,加强造林合作社
项目实施和造林质量管理。落实造林绿
化专项资金，提高造林投入标准，协调
安排造林合作社建设补助资金，保障造
林合作社有序运行。抓好造林合作社运
行指导和扶贫成效统计。

抓好生态护林员政策落实。督促指
导各县（市）按规定程序、范围、时间选
聘生态护林员。指导督促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利用保护区管护经费、生态转移支
付资金临聘贫困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指
导督促相关县（市）选聘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担任兼职林业有害生物测报员。

抓好生态建设扶贫专项。牵头编制
生态建设扶贫专项实施方案，会同有关
部门督促抓好年度任务实施。重点开展
好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 5.74 万亩，常年
管护国有林 5309.13 万亩、集体公益林
1923.47 万 亩 ，有 效 巩 固 前 一 轮 退 耕 还
林成果，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0.78
万亩，落实集体公益林森林生态补偿和

退 耕 还 林 补 助 政 策 ；开 展 森 林 抚 育 14
万亩；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湿
地）”生态项目建设，湿地植被恢复 0.45
万亩；在炉霍、色达县实施川西高原生
态脆弱区综合治理工程，着力构建山水
林 田 湖 草 生 命 共 同 体 ；在 康 定 等 9 县

（市）实施防沙治沙项目 4.59 万亩，在九
龙等 3 县实施干旱半干旱生态综合治
理 0.37 万 亩 ；在 康 定 、雅 江 、理 塘 、稻
城、炉霍、甘孜、新龙 7 个县（市）启动省
级森林草原湿地生态重点县建设。在理
塘、稻城开展省级湿地补偿试点工作。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以内，
森林火灾损失率控制在 1‰以内。

推进特色林业产业扶贫。指导相关县
（市）、贫困村围绕核桃、花椒等特色经济
林，大力培育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深入推
进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种养殖业发
展，推动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新培
育现代林业产业基地 8.49 万亩、林下种
养殖基地 0.32 万亩，举办生态旅游节会 1
场次，建设森林康养基地 3 个。

开展科技扶贫提升行动。强化技术
指导、技术咨询，技术示范、技术培训力
度，建设科技扶贫示范村 7 个、示范点 7
个，培育科技示范户 116 户、科技推广
示范基地 350 亩，培训技术能手 160 名，
发放资料 9600 份。

大力开展林业扶贫示范村建设。大力
指导乡城县开展省级林业扶贫示范村建
设和康定、泸定、理塘县林业产业扶贫示
范基地建设，探索整村推进林业扶贫，打
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样板。

开展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制定《开
展林业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实
施方案》，组织林业行业对标治理重点，
认 真 查 摆 存 在 问 题 ，落 实 整 改 主 体 责
任，细化整改工作举措，限期完成问题
整改，推动林业行业扶贫作风建设取得
实效。

周林

发挥林业优势 助推生态富民

我州狠抓林业扶贫重点工作

但凡降水天气过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宁城县天义镇富家窝铺村弥漫着酸臭味，村
民说这是畜禽粪便等垃圾散发出来的气味。在
这个3100人的村庄，竟有6处以上较大的露天
垃圾堆放点，有的堆成山，有的绵延三四百米，

有的散落四处达四五百平方米……
记者不久前在宁城县采访发现，由于缺

资金、缺保洁，导致一些乡村遭垃圾围困，
乡村振兴之路亟须解决垃圾“挡道”难题。

新华社 发

“圾圾”可危

初夏时节，天气渐热。说起夏日时光，
不少人都会想起老家附近的那片荷塘：莲
叶田田、蝉鸣阵阵，承载着浓浓的乡愁。

这半亩方塘、一湾清水，在生态保护
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如湿地被
称为“地球之肾”一样，池塘、小溪这样的
小微水体，体积微小、分散众多，更像是

“肾细胞”“毛细血管”，在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中，也是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
部分。日前，江苏南京市宣布启动消除劣
V类水体治理工作，开展非建成区黑臭水
体整治及农村黑臭池塘治理，便体现了对
小微水体的关注。

长期以来，小微水体的生态调节作
用，很容易被忽视。其实，在城市，小微水
体可以点缀环境，可以在海绵城市建设中
发挥重要作用；在农村，小微水体可以提
供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还可以改善人居
环境。以池塘为例，不仅可与河、湖、渠、库

等地表水体横向连通，还可与降水、地下
水等纵向关联，是水系勾连、水体循环的
重要参与因子，起着排水、蓄水和净化地
表水、涵养地下水的重要作用。一个个小
微水体，水中荷鱼蛙与岸边花草虫和谐共
生，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有机体。

池塘虽小，保护却不能少。像池塘这
样的小微水体，分布较散、管理困难且自
净能力弱，水质很容易被污染，成为影响
环境的黑臭水体。要让这些“肾细胞”更有
活力，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与保护。

可喜的是，不少地方已经逐步认识到
小微水体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措施进行
相关保护。一些地方在推行河长制、湖长
制的同时，坚持“大小共治”，开展小微水
体整治，通过清淤、截污、引入活水等措
施，让水变清、岸更美。比如，在浙江一些
地区，因地制宜设立了“塘长”“渠长”，通
过镇、村、组、农户四级网格化管理，实现

“池池有人管，渠渠有人看”。还有一些地
方，尝试通过包干到村、设立奖励金等方
式，调动村民治理、管护的热情。随着整治
工作持续深入，池塘垃圾漂浮、水体黑臭
的情况，在不少地方正变得越来越少。

童趣夏夜，碧水池塘。让我们行动起
来，保护好身边的小微水体，让更多池塘
恢复童年记忆中的清凌模样。

池塘虽小 保护不能少
◎张文豪

甘孜日报讯 按照康定市提出的农业林业技
术需求，近日，都江堰市农业和林业局（都江堰市
供销联社）组织核桃、花椒、食用菌专家赴康定进
行传经送宝，向该县驻村农技员和农户开展农林
技术培训。

在培训活动中，专家分别向康定市100余名驻
村农技员进行了全天授课，并深入到田间地头给
100多户农户进行了现场培训。培训期间，都江堰市
天元绿色菌业合作社社长赵之元，结合康定市羊肚
菌种植情况，对羊肚菌的概况、价值、市场、栽培种
植技术等内容进行了培训讲解；青城山农林综合服
务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天翔，围绕农业技术推广的
概念、原则、魅力和农技服务现代化的推广等内容
进行了重点讲解；省林科所花椒和核桃专家高级工
程师刘志兵重点对核桃、花椒栽植、管理、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进行授课。

康宣

送农林技术到田间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林地保护，严厉打
击非法占用林地，维护林地发展秩序。根据《甘孜林
业局转发四川省林业厅关于2017年度监督检查发
现的林地使用和林木采伐问题查处整改有关事项
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近日，雅江县森林公安局对该
县的17个点非法征占林地案件进行详细的核实及
调查。

经过对 17 个点位的调查，发现这 17 个点位均
为扩建生产生活道路、通乡公路。但征占林地前，未
办理任何手续，已违反《森林法实施条列》相关规
定，根据《森林法实施条列》相关规定，对17 个非法
征占林地的责任单位进行林业行政处罚。目前，16
个点位已缴纳罚金，剩下一个点位因资金短缺，已
承诺按时间期限交纳罚金。

结合当前开展的“守护绿川2号行动”，“绿色亮
剑”雅江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加大对破坏森林资源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巩固和扩大“守护绿
川2号行动”战果，为建设生态美丽雅江舔砖加瓦。

泽仁志玛

非法征占林地“遭起”
雅
江
县

康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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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5 月 10 日，康定
市环林局接到转警，称康定市新城
区康馨苑小区居民报警，有一形似
羚羊的野生动物闯入小区内存在
安全隐患，请森林公安民警派员前
去救助。康定市森林公安局4名民
警会同市环林局 1 名工作人员赶
赴现场，在群众导引下，发现在该
小区 5 栋三单元楼道内一只受到
惊吓的野生动物，经初步辨认应为
野生毛冠鹿。

据了解，该野生动物因下山寻

觅水源误入居民区内，随后森林公
安民警将该毛冠鹿送至市环林局。
经市环林局野保科工作人员通过
形态特征比照辨认，确认该野生动
物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属
成年雄性个体，检查其生命体征为
略受轻微伤，但不影响行动能力，
符合野外放生条件。于当日 10 时
35分，在干部群众的监督见证下，
森林公安民警将该野生毛冠鹿放
归至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
家梗区域。 邵海望

爱心救助野生毛冠鹿

三
江
源

近年来，三江源地区雪豹种群
持续稳定恢复。科研人员对当地各
雪豹监测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同
时结合区域物种分布密度估算发
现，整个三江源地区的雪豹种群数
量或已超过1000只。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
介绍，三江源地区雪豹种群监测工
作于2011年启动。7年来，科研人员
通过无人红外相机共捕捉到超过5
万张雪豹相关影像，监测区域总面
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画面涵盖雪
豹捕食、交流、行进、求偶等场景。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
项目主任赵翔说，通过对相关图像进
行个体识别并排除重复拍摄的影像，
再加上实地走访、野外调查、实验室
分析等补充性调研，科研人员逐步确
定了部分监测点的雪豹数量。例如在
澜沧江源头地区，雪豹数量目前为
200至300只。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和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博士肖凌云说，汇总分

析各个监测点的雪豹数量，科研人
员初步得出了区域雪豹分布的平
均密度。依据相关模型进行估算，
整个三江源现存雪豹种群或已超
过 1000 只。作为种群数量较少的
珍稀物种，雪豹在全球目前仅存
3000只至7000只。

“雪豹在三江源地区的分布密
度，已高于世界范围相关栖息地的平
均水平。如今，这一区域已成为名副
其实的‘雪豹之乡’、相关学者的‘科
研福地’。”赵翔说，得益于当地政府
和民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持续努力，
三江源地区已被全球学界公认为世
界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
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面
积广阔、人烟稀少、生态状况良好
原真。除雪豹外，当地还广泛分布
有金钱豹、藏羚羊、藏野驴、白唇鹿
等诸多珍稀物种，兽类群落和生物
多样性极为丰富。

据新华社

雪豹数量超过1000只

种草灭鼠现场。

◎石渠县委中心报道组 刁海翰/文 曹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