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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资 讯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为培育更多优质且可持续的多功能人工林，

我国将在提升人工林质量、转变经营方式、完善政
策机制和科技创新、深化国际合作等四方面努力，
促进造林与生态和谐发展。

这是记者从23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世界
人工林大会开幕式上获悉的。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在开幕式上表
示，人工林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木材生
产、环境改善、景观建设和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通过人工造
林或再造林，持续扩大人工林面积，提升人工林蓄
积，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气候变化和人类对森林的
经营目标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探索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兼顾的人工林可持续管理理论与实践
途径非常必要。

张建龙说，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工林建
设。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
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在这样
的新形势下，中国人工林发展正在顺应国家总体
战略的转变，更加注重提升人工林的质量与效益，
既提高木材生产能力，又增强生态服务功能。

“经过近70年的努力，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
达6933万公顷，人工林规模居世界首位。但是，中
国人工林建设仍然存在林分结构单一、生物多样
性低下、生态功能不强、经营管理粗放、经济效益
不高等问题。”张建龙说。

他表示，为培育更多的优质而可持续的多功
能人工林，中国提出：修复和提升人工林质量；在重
要生态功能区和地形复杂区域，最大限度发挥人工
林生态效益，在水热条件较好、地形相对平坦的地
区，增加以木材为主的林产品供给；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和集约化高效经营机制；
利用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分享与传播各国人工林建
设的经验、技术和模式，共享人工林发展成果。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四川第四届森林康养年会
上获悉，目前，四川已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单位 28 处，投入森林康养的资本总额超
2000亿元。

据四川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20年
的天保工程，四川森林覆盖率达到38.03%，森林
面积达到1840 万公顷。2014 年，四川在提出“森
林康养”理念后，积极探索森林康养产业的融合发
展之路。

洪雅县玉屏山景区是四川省获得全国森林康养
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首批单位之一。目前，这里打造
的“静”“动”双区正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中老
年游客可以在“静区”参加禅修、静养、漫步、太极等静
心养气的活动。“动区”游客可以体验无动力滑翔伞、
山地自行车、森林自然教育徒步等户外运动。

位于崇州市的青城国际颐养中心坐拥青城山
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和街子古镇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该中心区域内高达95%的森林覆盖率使
其具有独特的自然长寿、养生生态环境。这里将森
林康养与医疗养老相结合，正在形成居家养老、租
赁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康养模式整合发展的健康
养老综合园区。

据统计，到目前，四川已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
地试点建设单位 28 处，评定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220 余处、省级森林自然教育基地 70 处、省级森
林康养人家400余个，投入森林康养的资本总额
超2000亿元。

3 日在武汉召开的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
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透露，通过整合各专业
监测资源，长江流域4500个监测断面建成水生态
环境监测站网，这意味着给长江生态环境“做体
检”将更加全面和方便。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马建华在论坛上介绍，覆
盖了4500个监测断面的水生态环境监测站网，已
部分新增分子生态学、鱼类水声学、环境DNA检测
等高新技术，大幅提升了长江涉水综合监测能力，为
更加全面科学地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

据了解，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长江流域
在全国率先组建流域水环境监测站网，目前已构
建水质监测站点约4500个，全部实现实时在线监
测。流域内还建成水生态监测站点超过100个，主
要负责水功能区、省国界水体、入河排污口、饮用
水水源地、地下水、水生态等方面的监测。

马建华说，长江流域各个监测断面中水文监
测和水质监测占大部分，水生态监测工作成效显
著，且发展迅速。下一步，长江委将依托流域机构
的技术积累和站网优势，加快提升长江流域水生
态环境监测的智能化和系统化。

长江是我国重要的水生生物基因宝库，是名副
其实的生命之河。但受人类活动因素影响，长江水生
生物资源呈现持续衰退趋势，已达到“无鱼”级别。

3日至4日，由农业农村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的长江生物资源保护论坛在武汉召开，
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一起“会诊”长江生态，
为大保护建言献策。

本栏据新华社

“甘孜县以生态理念为指导，以雅
砻湾生态湿地为核心，融休闲观光科
普和人文景观为一体，打造具有城市
生态修复、资源保护、科普教育和旅游
观光等多功能的城市湿地公园。”甘孜
县环林局局长向国强介绍，雅砻林卡
省级湿地幅员面积12768亩。近年来，
甘孜县在雅砻湾（原水塘周围）实施了
雅砻湿地保护工程，包括：水污染治
理、植树造林、湿地恢复、水源地保护、
小流域治理等项目，致力于从源头保
护生态环境，杜绝生态破坏，有效遏制
湿地的恶化，逐步增强湿地生态系统
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一系列的治理
工作，对雅砻湿地范围水质净化、生态
修复、河道治理、水土流失控制、农村
面源污染控制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去年，投入1000万元，打造珠牡
圣湖，现已完成植被恢复800亩，人工
种草1146亩，扩湖 656亩，生态驳岸
850米，修建巡护道路6公里、白塔一
座、石拱桥一座，架空栈道一条。湿地
公园不断改造升级，已成为甘孜县的
一张靓丽名片。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湿地被誉
为“地球之肾”，它的美丽不仅仅在于
绚丽多彩的景色，更在于其生物的多
样性。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甘孜人
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守护湿地，开展
湿地生态监测工作，保护生物多样
性，并出台了《雅砻湿地公园管理办
法》，安排公益性岗位8个，专门从事
公园的管护工作。

“雅砻湿地公园遵循保护优先、
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基
本原则，构建健康稳定的湿地生态系
统，维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向国强
对笔者说，“充分利用湿地公园及其
周边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浓厚的藏区
人文资源，全面发挥湿地的生态服务
功能，能够提高广大群众和游客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

向国强介绍，为了让城市与湿地
和谐共生，生态湿地将被打造成汇集
山水林湖草于一体的景观，形成“湖
中有岛，岛上有林，林中有鸟，水中有
鱼，栈桥交错，人影穿梭”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景象，让市民游客“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构建
绿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打造丰富
多彩的生态旅游品牌，增加生态建设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国将采取四方面举措

推动造林与
生态和谐发展

四川已获评28处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

长江4500个监测断面

建成水生态环境
监测站网

雅砻林卡，一张靓丽名片
◎甘孜县委中心报道组 余应琼 文/图

10月31日，笔者来到甘孜县雅砻林卡省级湿地公园，一幅湿地的野趣和谐景观展现在眼前：随风拂动的树木
倒映在水中，水面时而可见鸟影掠过，清澈的水塘里鱼儿游来游去，野鸭在嬉戏。也许没人能想像得出，这个风景秀
美的池塘曾是烂泥塘。

虽处深秋，湿地公园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那里的美景更是刷爆本地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让这座公园成了
实实在在的“网红”。

甘孜日报讯 近日，炉霍县农牧科技局组织
县水务局、发改局、文旅广局、县公证处、宜木乡
人民政府、宜木乡邓达村两委等相关单位在宜
木乡阿拉沟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
2018年高原冷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并对增殖
放流现场进行摄像、拍照、统计等监督，严格按
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
程序和规定进行科学放流工作。

本次放流高原冷水鱼类品种有四川裂腹

鱼和短须裂腹鱼，其中放流四川裂腹鱼2.6万
尾、短须裂腹鱼2万尾，规格8cm—12cm，放
流项目总投资共计人民币12.6万元。

此次阿拉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增殖放
流的顺利实施，加强了我县保护区高原冷水性
鱼类（四川裂腹鱼和短须裂腹鱼）的保护和鱼
苗的纯度，维护了保护区珍惜鱼类的原始与生
态，保障了天然水域增殖放流的数量与质量。

县委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 近日，色达县开展了增殖放
流活动，4.9 万尾鱼苗被放流至色曲河中，一
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放下水后，向四面八方
游开，为色曲河增添了新活力。

此次放流鱼种为鲈鲤和四川省重点保护
动物重口裂腹鱼，均为本地物种，苗种规格为
6至10厘米，由四川来福渔业有限公司进行
人工培育，全部通过了检疫检测。甘孜州公证
处公证人员对全过程进行了公证。

放流结束后，色达县农牧和科技局渔政
执法人员将在放流点上下 10 公里范围内将

开展为期 15 天的的护渔值守行动，保护放
流鱼苗，依法严厉打击炸鱼、毒鱼、电鱼等
非法捕捞行为，确保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
动取得实效。

农牧局负责人泽让介绍，每年的这个季
节都是人工增殖放流的最佳时期，增殖放流
对于增加鱼类群体数量，维护生物多样性，改
善水域生态环境有着积极作用。截至目前，色
达县已连续 3 年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共
投入资金42万元，放流鱼类幼体14.7万尾。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拉姆

最近，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等 10 省（区），反馈了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反馈
意见直指问题，一针见血，动真碰硬，引
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纵观对10省（区）的
督察反馈意见，可以看到，总体上各地高
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整改取得明
显效果，但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和不
足，有的性质还很恶劣。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重点，是督
察整改方案中指出的环境问题的整改进
展情况。这一记“回马枪”挑出了不少地方
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的案例，整
改不“真改”的花样之多、胆量之大令人瞠
目。例如，河北省沧州市通过在监测断面
上游数百米范围内临时投加药剂，快速降
低断面水质监测数据，掩盖河道污染问
题，甚至“回头看”期间仍采取这种措施；
江西省萍乡市近年来水环境质量持续下
降，为了在不采取污染治理措施的情况下
实现考核断面达标，治污“另辟蹊径”，将
污水直排管绕过国考断面；江苏省镇江市
对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
作长期不重视，在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
后，不但未按照整改要求清理保护区违法
违规项目，反而继续加大开发力度，导致
江滩湿地被严重破坏……

此前，当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这些
问题的时候，各地纷纷表态“照单全收”

“抓紧整改”“铁腕治污”。可是这次“回头
看”的结果表明，一些地方对待生态环境
保护，实际上仍然是“说起来重要、喊起来
响亮、做起来挂空挡”。原因何在？根本的
一条，还是思想认识仍不到位，一些地方

和部门的发展观出现偏差，尚未真正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存在重
经济发展、轻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

在重发展、轻保护方面，一个突出的
案例是，自2017年9月起，宁夏回族自治
区经信委分析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时，多
次将医药行业增加值下降归结为“受环
境保护督察影响”，“甩锅”给环保督察。
督察发现，宁夏一些医药企业环境问题
突出，群众反映十分强烈，本应被严肃查
处，彻底整改，但是自治区经信委仍为其
停产整治找理由。永宁县泰瑞、启元等制
药企业异味扰民问题，在2016年就被中
央环保督察重点督办，直至此次“回头
看”仍未整改到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认识到位，行动才会自觉主动。思想
认识不到位，整改行动自然不可能见效。

实事求是地说，抓生态环境保护确
实并非易事，很多难题不是决心一下、一
个冲锋，就能彻底解决的。有些生态环境
问题是日积月累、历史形成的，现在短期
内要还一大笔历史欠账，或许有些力不
从心。有的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既要保
经济增长，又要保生态环境，可能存在一
些现实困难。不过，只有咬紧牙关，迎难
而上，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
任，抓铁有痕地推进绿色发展，才能爬过
这个坡，迈过这道坎。面对中央环保督察
等行动发现的问题，应当把整改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问
题来抓，切实解决问题，建立长效机制，
推进高质量发展。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
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强调：“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对问题就得咬住不放、一抓到底，环
保必须真干，整改必须真改。我们期待，
将来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
再次“回头看”时，看到的是各地各部门
更加有力的作为，看到的是人民群众身
边更为优美的环境。

环保整改须真改
◎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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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霍县

切实加强增殖放流品质监管

色达县

4.9万尾鱼苗为水域添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