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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随着清明节的
来临和春耕生产进入关键时期，
全州各地农事用火和祭祀用火
将大量增加，火灾隐患突出，火
源管理难度增大，森林防火形势
十分严峻。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
工作，4月1日，州林业工程处召
开了职工大会，及时传达了中
央、省、州、县电视电话会议和有
关文件精神，并以“六到位”安排
部署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工
作，确保全州森林资源安全。

责任落实到位。全面落实森
林防火责任制，高度重视森林防
火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严
格履行森林防火职责，将责任落
实到人，任务分解到山头地块，
做到林有人管、责有人担。

宣传力度到位。充分利用会
议、广播、视频、横幅、标语、墙
报、短信等方式，进村入寨、进
学校、进施工区域，大力宣传

《森林法》和《甘孜州林区野外
用火管理办法》等森林防火法
律法规，积极倡导文明、环保、
安全的祭祀方式，营造浓厚的
森林防火氛围。

火源管控到位。必须把林区野
外火源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对主要
路口、重点地段、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要加大巡护力度，杜绝一切火种
进山，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应急处置到位。进一步完善
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做好突发火
情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一有火情，能快速反应，科学
处置，实现森林火灾“打早、打
小、打了”。同时，各管护队要加
大对扑火物资的储备，加强对扑
火机具的维护和保养，确保森林
防火后勤保障工作及时到位。

值班值守到位。要坚持领导
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有事
报事，无事报平安，严格落实值
班制度和信息报告，并确保信息
畅通。

督促检查到位。各管护队要
层层抓实关键节点的森林防火
工作督查，逐一检查各项防火措
施是否落实到位。并认真开展隐
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做到横到
边、纵到底、全覆盖、无漏区，做
到防患于未然。

唐晓红

州林业工程处
加强防护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甘孜日报讯 为全力做好火
灾防范处置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继省州森林
草原和城乡防火安全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后，甘孜县赓即召开
专题会议就当前森林草原和城
乡防火安全工作作专题部署，
落实监管措施，扎实做好当前
防火安全工作。

该县对预防措施作了再落
实、对防火责任作了再细化，进
一步健全完善了系列森林防火
工作机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森林草原和城乡防火工作
的紧急通知》，发布林区禁火
令，对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分片划段将管护责任落到
山头地块、人头户主，层层压实
责任。县与乡、乡与村、村与户
层层签订责任书；全面从严管
控火源，加强入山入林、检查卡
点、重要节庆的管理，严禁火源
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林区，严
厉打击非法运输木材行为，严
控烟花爆竹、祭祀、野外用火；
强化隐患排查、火险预警、强化
科学扑火和宣传教育；逗硬落

实县督乡、乡督村、村督户的层
层督查机制，一旦发生森林草
原火灾，一律按照属地管理严
肃追究乡、村两级干部责任。

同时，该县建立了森林防火
常态化宣传机制，在辖区内组织
大型森林防火集中宣传活动，设
立咨询台，解答有关森林火灾预
防、火灾扑救和逃生避险等方面
的提问。县林草局组织森林防火
应急大队、乡(村)干部、护林员，
深入主要林区的乡（镇），通过以
案说法的形式进行宣讲。严格落
实领导带班和防火队员值班制
度，要求坚持24小时值班，工作
人员手机必须保证 24 小时开
机，确保通讯畅通。全县相关单
位、重点林区乡根据要求，制定
了突发事件预案，组建扑火队。
同时，对各乡防火设施的配备以
及对现有的扑火工具、通信设施
进行了全面检查、保养维修，确
保一旦发生火警、火情和火灾，
随时拉得出、打得响、灭得了，切
实做好应急处突的准备，防患于
未然。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李珍兰

甘孜县
织密森林草原防火安全网

探寻生态甘孜的绿色发展路径

4月3日，一场春雨过后，甘孜

州大渡河流域的高山峡谷间云雾缭

绕，在山坡树林冒出那大片新绿的

点缀下，呈出一幅幅古朴秀丽的中

国画。

细雨润芳土，春雷催奋进。在

泸定县金鸡坝村后山上，数百名干

部群众一起走上山头，种下一株株

树苗，为这青山绿水再添一抹嫩

绿。与此同时，在康定市省道211

线瓦斯沟口至姑咱段沿线，丹巴县

中路、梭坡2个乡的12个村入村道

路沿线，植树护林员也忙得热火朝

天，为三角梅、红枫、波斯菊等彩叶

树种和草本花卉填埋新土。几个月

后，这些彩叶树种和花卉将在大片

绿林之中生长、绽放，为甘孜大地披

上五彩的“花衣”。

“以前，甘孜州实行木头经济，

大量的伐木导致山头出现许多秃

地，1998年开始实行天然林保护工

程后，要在这些地方补栽树种，我们

称之为‘打补丁’。‘补丁’打好后，

2016年，全州又开始实行‘山植树、

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在绿

化美化环境的同时，逐步创立甘孜

生态康养基地的品牌，带动全州老

百姓增收致富。”今年46岁的州林

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代学冬在林业

领域工作已经24年，对近年来甘孜

州生态环境的变化感触颇深。

“从‘打补丁’到‘穿花衣’，可以

说生动地体现了甘孜州绿色生态发

展的方向和成绩。”代学冬说。

绿色发展的号角催人奋进，生态

甘孜的蓝图正在绘就。从1998年实

行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截至2018

年底，甘孜州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268.16万亩、飞播造林155.72万

亩、封山育林886.73万亩，森林抚育

418.74万亩。林地面积从9125.42

万亩增长到10835.82万亩，增长了

1710.4万亩；森林蓄积从4.31亿立

方米增加到4.83亿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从31.61%上升到34.3%。

山地自然灾害明显减少，水源涵

养能力明显增强，群众收入明显增

加。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康巴高

原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

通过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

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生态格

局，甘孜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满眼一片白茫茫曾是色达
县城居民出门最大的感受。作
为海拔达3800米的高原县城，
色达全年基本有一半时间都被
积雪覆盖。高寒的恶劣天气导
致色达县城附近树木难以生
长，所以居民们出门眼里除了
白雪还是白雪。

不过，这种囧况从今年开
始得到了改变。4 月 3 日，尽管
县城仍有积雪，但在市民扎巴
的眼中，附近山坡的白雪之间，
却有大片绿色的树林点缀其
间。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2018
年，林业部门精选了耐寒的云
杉，种在县城附近70公顷的山
坡上。“为了提高存活率，种下
的，都是高1.5米以上的树种。”
州林业和草原局绿化造林科技
科科长汤建华介绍说，“这批树
种成林后，将对色达县城的防
风固沙，起到有效作用。”

大规模推进全州国土绿化
行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是甘孜州一直以来坚持的生态
保护之路。2016 年，州绿化委
员会印发《绿化全州筑牢长江
上 游 生 态 屏 障 总 体 规 划

（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
用五年左右时间，以提升自然
生态系统功能、推进身边扩绿
增绿为重点，着力城市、集镇、
农村“三位一体”全域绿化，林
网、水网、路网“三网同建”，生
态林、产业林、景观林“三林共
造”，实现绿色全覆盖。

要实现绿色全覆盖，谈何
容易。地处高寒生态脆弱区的
甘孜州，长期以来，受全球气候
变化和森林过度樵采、草原超
载放牧、湿地开沟排水等人类
活动的严重干扰，林草植被遭

到严重破坏，土地退化沙化，水
土流失加剧。

绿化行动，首要解决的，就
是土地退化沙化难题。为此，林
草部门着重从减少人为破坏，
减轻资源环境负荷入手，加强
林草植被和湿地保护，发挥自
然修复作用。

“一方面通过对沙化土地采
取围栏、设置竹帘沙障、撒播牛
羊粪、客土、人工植灌种草、后期
管护等综合措施进行治理；另一
方面强化科技支撑，研究适合于
沙化地区发展的具有较好生态、
经济效益的优良树（草）种，把沙
化防治与助农增收，发展特色产
品结合起来，提高治理成效。”汤
建华表示，“目前，成效初显，全
州沙化治理区域的林草植被盖
度达到了设计要求，沙区林草植
被覆盖度达到45%以上。”

植树造林、沙化防治……系
列生态行动，为甘孜州带来大片
绿意的同时，让群众增收，也变
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现实。

甘孜县庭卡乡苦绒村集体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65170
亩，每年经县考核合格后，县林
业部门向苦绒村兑现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资金96万余元，户均
3 万余元，人均收入超过 5000
元，比生态效益补偿前户均增
收近两万元。现任村主任多吉
巴绒说：“当初种树，只是为了
让山绿起来、水清起来，做梦都
没想到国家会给这么多补贴！
如今，只要管好树，就有稳定的
收入，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住
房修好了，山绿了、水清了，脱
贫致富奔小康有希望了，作为
村主任，感到很高兴，真心感谢
党给了这么好的政策！”

“现在，守着家门口的青山绿
水，就可以赚钱。”4月3日，虽然不
是周末，但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

“青杠园”农家乐老板许燕仍忙得
不可开交，小桥流水、万亩桃园、清
新空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玩
耍。2017 年，依托周边良好的生态
环境，“青杠园”入选省级森林康养
人家，这让农家乐增色不少，生意
日益红火。“上个月，看桃花的游客
很多，每周的收入都有上万元，比
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3 月底，四川省第三批省级森
林小镇名单发布，雅江县西俄洛
镇、道孚县各卡乡、丹巴县东谷乡
成功入选。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
来，甘孜州的绿色产业发展也是越
来越兴旺。”州林业和草原局产业
科科长苏曲批说，“省上每一批森
林康养人家和森林小镇评选，甘孜
州都有入围，许多村民也因此吃上

‘旅游饭’。
除了农家乐，在林业产业发展

方面，甘孜州坚持把工程建设与林
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相结合，积极发
展林业“短、平、快”产业，开发林
果、林药、林苗特产，发展森林旅
游，逐步实现了林业生态、产业“两
翼齐飞”。

白玉县林业部门着眼市场，多
措并举，调整结构，培育支柱产业。
倾力打造“察青松多”品牌，着力把

“察青松多”有机藏香猪、藏鸡、藏
鸡蛋和菌类等产品打造为具有地
域特色和区域优势的优秀品牌。
2016 年“察青松多”荣获甘孜州第
三届商务领域知名品牌，“察青松
多”高原野生菌类产品于2016年9
月获得首届“圣洁甘孜”十大类知
名产品，当年察青松多酒店在生态
旅游方面实现收入930万元。

地处康定市普沙绒乡的荷花
海国家森林公园，随着生态旅游的
发展，游客日益增长，荷花海森林
公园年创旅游收入50万元，带动当
地村民年收入上百万元。普沙绒乡
长草坪村村民白玛说：“以前这里
是荒山野岭，当初种树，只是为了
让山上绿起来、水清起来，做梦都
没想到国家会给这么多钱！如今，
又开发旅游，我们依托旅游搞民居
接待、为游客提供马匹，路修通了、
收入高了、房子漂亮了、日子过好
了，心里很高兴。”

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州非木林
业产业收入从1998年的0.99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50.93亿元，增长
了 49.94 亿元。森林旅游收入从
1998年的1.05亿元增长到2018年
的15.71亿元，增长了14.66亿元。

保护发展林草资源

扎实推进
生态扶贫
全州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召开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参加甘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打补丁 穿花衣从 到
◎甘孜日报记者 游飞

生
态
治
理

筑
牢
长
江
上
游
生
态
屏
障

绿
色
产
业

美
了
生
态
富
了
民

察青松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报资料库 图

甘孜日报讯 3 日下午，全
州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在康定
召开。会议总结分析了2018年
全州林草工作落实情况，分析
研判了机构改革之后林草部门
面临的使命任务和工作形势，
安排部署了 2019 年全州林草
工作的重点任务。州政协副主
席龚建忠参加会议。

会前，全体参会人员和会
场工作人员，集体默哀悼念在
木里森林火灾中不幸牺牲的救
灾人员。

会议指出，2018年，是全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林草脱贫
攻坚的关键之年，我州林业、草
原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州委、州政
府决策部署，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的进展。全年完成投资14.97亿
元，实现林业产值 45.22 亿元，
同比增长7%，农民人均从林业
上获得的收入达1434元，同比
增长6%；全州林业、草原工作彰
显出资源保护不断加强，国土绿
化加快推进，林业产业蓬勃发
展，生态扶贫成效显著，林业改
革继续深化，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等6大特征。

会议指出，截至 2017 年，
我州森林覆盖率由改革开放初
期的 19.4%提高到了 34.68%，

草原盖度较 2010 年增加 14.3
个百分点，全州生态环境整体
向好。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林
草部门增加了风景名胜区、自
然遗产、地质公园、矿山公园、
其他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
建设管理的新职责，肩上的任
务更重、责任更大，全州林草系
统干部职工，必须始终保持昂
扬的斗志，努力攻坚克难，不断
推动林业草原事业向前发展。

会议明确，2019年，我州林
草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林草总产
值完成46亿，同比增长2%；实
现生态旅游产值23亿，同比增
长2%；农民人均从林业上获得
的收入1536元，同比增长8%。
森林火灾损失率、林业有害生物
成灾率、牲畜超载率分别控制在
1‰、3‰、10%以内。预计森林蓄
积量达到 4.84 亿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和草原植被盖度稳中有
升，森林草原案件综合查处率达
到85%以上。

会议还书面传达了 2019
年全省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暨
全省林业和草原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会上，部分
县（市）人民政府与州人民政府
签订了相关目标责任书。

记者 刘小兵

蓝天白云森林草原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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