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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文/图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我州生态环境部门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开展环境执法

“大练兵”活动，始终保持生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
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

自以“战练结合，以练促战、锤炼队伍，争先
创优”为目标的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启动以
来，我州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实战练兵、实地培训，
将执法大练兵与日常监管、专项执法紧密结合起
来，使大练兵活动贯穿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始终，
力求执法行动多样化，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现场
执法能力和水平。

截至目前，全州共立案调查涉嫌环境违法行
为 27 件，下达处罚决定书 18 件，处罚金 1916 万
元，约谈企业15家。从发现的问题看，主要存在部
分企业未按环评要求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文件擅自开工建设、部分原料未覆盖、向水体排放
其它废弃物等。

下一步，将按照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
求适时开展后督查，督促企业整改到位。同时，进
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将目标任务层层压实到各相
关单位和个人，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业
强化日常监管，特别对工地扬尘、城市周边工业污
染源、砂石料场和矿山、废弃物私自焚烧等加强排
查整治和管控，将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推
向纵深，助力全州生态文明建设。

州环境监查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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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7月 1日，为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

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

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现场，

党员们精神抖擞，高举右拳，肃

立凝视着党旗。

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丹巴

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显得相

对“年轻”。不过，在具体工作落实

上，它是“熟手”，更是“能将”，曾

先后获得“全省森林公安机关执

法示范单位”、“国家森林公安局

保护森林资源先进集体”等荣誉。

6月 17日，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支

部 委 员 会 再 创 佳 绩 ，被 评 为

“2019四川省先进党组织”。

甘孜日报讯 6月21日，康定市森林公安局折
东林区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辖区内有涉嫌盗猎农
户，森林公安民警遂对康定市孔玉乡下索子沟李
姓农户进行依法搜查，在其家中冰柜内发现有疑
似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死体、一只已被
褪去羽毛内脏掏空的不明禽类死体，若干不明动
物肢体冻肉；同时在其家中发现有狩猎用途的
130根钢丝套，涉案其它工具若干。

民警依法盘问涉案嫌疑人李某，其承认涉案
物品为其所有。该局民警依法对所有涉案物品进
行扣押，并将涉案嫌疑人李某带至局刑侦治安中
队做进一步调查。

康定市森林公安局自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坚持以重拳出击，打
出声威、形成震慑，迅速形成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有力保护野生动物，努力
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降英云西

甘孜日报讯 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着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和绿色发展理念，近日，石渠县在商业中心、牧
场、街道、寺庙、工地和学校开展以“美丽石渠·我
们在行动 ”为主题的系列环保宣传活动。

“生态创建携手共进、绿色生活你我同行”“让
石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等数条横幅格外醒
目，几张简易办公桌搭起现场讲解咨询点，数名工
作人员忙碌着向来往行人发放各类藏汉双语的环
境保护宣传手册及环保手袋……

活动中，石渠县组织环保志愿者利用商业点、
重要路口等人流集散场所将“怎样科学放牧、如何
正确使用农药、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如何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建设生态石渠、
美丽石渠等”环保知识，以面对面交流宣传的形式
送到广大群众身边。

同时，为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活动还
走进施工现场、寺庙、学校，引导企业在生产建设过
程中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呼吁寺庙
僧尼和青少年学生群体树立环保意识，养成绿色
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各项环保实
践，切实成为环境保护的宣传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我县享有‘世界最美湿地’的盛誉，擦亮这
块金字招牌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积极努力，此外石
渠地处三江源重要生态屏障保护区，生态建设保
护的意义十分重大。”石渠县生态环境局主要负
责人说。

据统计，此次活动发放环保宣传手册 3000
余本、环保购物袋1500个，悬挂横幅7条，制作展
板5个，现场解答群众咨询40条/次，受教育群众
3000余人。

刁海瀚 文/图

我州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大练兵”活动成效初显

康定市

严厉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

石渠县

开展“美丽石渠
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

保林护绿勇担当
记全省先进党组织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

“这是省委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高度重
视，也是省委对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亲切关
怀，我支部全体党员感到无比幸福！下一步，
我支部将继续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为美丽丹
巴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得到新荣
誉，丹巴县森林公安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安
康难掩激动之情。

记者了解到，在近几年的工作中，丹巴
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紧紧围绕“建一流
队伍、创一流业绩，树立甘孜森警标杆，打造
四川生态铁军”的奋斗目标,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助力相关工作开展。

作为单位的“领头羊”，安康深知党员
先锋模范的重要性。针对丹巴县森林资源
保护宣传滞后现状，安康从零做起，通过
参加培训、阅读书籍，向优秀外宣人员学
习等方式完善自身知识储备，并运用微信
公众平台、今日头条、微博、抖音等媒介，
逐步增强广大群众的爱林护林意识。对于
林区管控形势严峻难题，安康带着岗位骨
干跑遍全省、乃至全国多处执法示范单
位，将“雪亮工程”100 多个林区视频探头
接入合成作战室，打造出了全省第一家森
林公安情报信息合成作战室。

金孟沙是丹巴县森林公安局党支部另
一党员先锋模范。

工作中，金孟沙丝毫不逊于男同志，在
高山丛林中徒步 8 小时完成现场勘查、5 次
爬山往返案发地侦办案情、撰写高质量文案
材料与宣传稿件等等，不管难度有多大，她
总是能顺利完成任务，并且从不抱怨，久而
久之，她成了同事们公认的铿锵玫瑰和学习

榜样。
“来到污水处理厂时，我看到整座水厂

已经泡在水里，河水漫过水厂并继续向内肆
虐，水厂房屋及设备面临随时冲毁的危险。”
回想起去年的洪灾，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教导
员甲热记忆犹新。

去年 7 月，丹巴县域内水势上涨迅猛，
水位直接超过警戒线，1.2 万余人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面对险情，丹巴县森林公安
局支部委员会迅速成立三支抗洪抢险队，
以及党员先锋队投入救灾。沿河巡逻、检测
排查危险河段、加固加高危险部位、搬运沙
袋......抢险队员们日夜忙碌，根本顾不上自
身安全，当沙子堵不住的河堤缺口，抢险队
员们直接用身体筑起“人墙”对抗洪，在抢
险队员们不懈努力下，咆哮的河水没能翻
过河堤。

今年6月27 日、28日，灾害再度威胁丹
巴人民。因普降暴雨，丹巴县境内多处发生
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为第一时间帮助
受灾群众，丹巴县森林公安局迅速联系半扇
门乡，派出党员先锋队深入协助乡党委政
府救灾，并向受灾的群众送去慰问金。

“保护好人民群众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更是使命。对他们来说，我们是灾难中的希
望，黑暗中的光明，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始
终将他们放在第一位，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甲热补充说。

推行老干警结对帮带新干警模式是丹
巴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又一工作亮
点。从警 30 余年，其美仁真有着丰富的工
作经验，本着既要“授人以鱼”，又要“授人

以渔”的原则，他向徒弟唐云龙教授森林公
安业务、基本职责、工作流程、法律法规等
内容。在他看来，这种模式有助于徒弟成
长，也为自己提供了重新学习巩固的机会。
唐云龙则表示，这种模式让自己成功蜕变
为一名合格的新干警。据了解，通过该种模
式，丹巴县森林公安局支部委员会先后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 11 人，选树“讲政治、业务
精”业务标兵 7 人。

严守森林植被和生态环境安全防线，这
是丹巴县森林公安局历来坚守的工作原则。
去年九月，丹巴辖区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
物红豆杉被盗伐，该局支部委员会随即成立
专案组办理案件，为铲除“后患”，专案组决
定将相关罪犯“一网打尽”。经过前后 18 次
前往马边、峨边、名山、乐山、新津、康定、泸
定等地开展抓捕，50 天通宵办案，500 余人
走访排查，300 余份笔录制作询（讯）问等，
专案组成功“收网”。今年 6 月，所有涉案犯
罪嫌疑人全部被审查起诉。

当然，“红豆杉”案件只是丹巴县森林公
安局支部委员会严格执法的一大缩影。据统
计，自成立以来，该委员会先后办理生态资
源违法犯罪案件 986 起，收缴木材 3000 余
吨，救助保护动物 300 余只，为国家挽回直
接经济损失 2000 余万元。丹巴县森林公安
局副局长谭海强表示，无论过去、现在、将
来，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势在必行，我们必须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
罪，全力保护好辖区内动植物资源及其它生
态资源，为丹巴、甘孜、全省乃至全国的绿水
青山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日前对外宣布，我
国首只人工繁育成活雪豹“傲雪”目前已成
年，将在今年加入繁殖序列，就此开启“生儿
育女”模式。

雪豹为濒危物种，目前我国是全球雪豹
最大分布国，涵盖其60%的栖息地。青海省西
宁市动物园（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前身）
1984年首次人工繁育出2只雪豹，1985年再
次繁殖3只。1986年至2011年未成功繁育。
2012年、2014年和2015年也都有小雪豹陆
续繁育。但受限于饲养环境、医疗条件及育幼
阶段的经验缺乏，上述所有人工繁育的小雪
豹都先后夭折。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副园长齐新章介
绍说，雪豹“傲雪”于2016年6月10日出生，
雌性，目前体长 80 厘米，体重约 35 千克，身
体各项指标稳定健康，将在今年加入繁殖序
列。雪豹野外寿命一般在10岁左右，目前雪
豹繁育难题攻关小组仍在探究幼豹免疫、人
工育幼阶段防疫、雪豹体检等课题。“傲雪”
加入雪豹人工繁殖序列，对雪豹种群建设意
义重大。

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地处青海西宁，海
拔2300米，是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
园，目前该园“常驻”动物127余种3000余头

（只），我国唯一雪豹繁育基地坐落于此。

近日，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获悉，我国特有的高寒珍稀雉类“绿尾虹
雉”抢救性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
过近两年的保护研究，共计繁育成活绿尾
虹雉 12 只，实现笼养种群翻一番的目标。

绿尾虹雉是我国特有的高寒珍稀雉
类，仅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山区。随着人类活
动强度不断加大，绿尾虹雉野外栖息环境
逐步缩小和破碎化，其野外种群数量维持
在较低水平。

上世纪 50 年代后，国内外相关机构对
近百只绿尾虹雉进行引种保护，但均未取
得理想效果。截至 2017 年底，全世界圈养
种群仅剩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11 只个体，因此，绿尾虹雉被列为我国 I 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CITES 公约附录 I。

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原四川省林
业厅）的组织协调下，由四川蜂桶寨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
西华师范大学生态研究院组建的联合实验
室，对我国特有的高寒珍稀雉类绿尾虹雉
展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于 2017 年初正式
开展。

通过多方通力合作，自保护工作开展
以来，共计繁育成活绿尾虹雉 12 只，特别
是在 2019 年，共繁育成活 7 只个体，2019
年孵化个体数和孵化率相比去年分别提高
了 40％和 15％，孵化技术更加稳定和成
熟，为该种群的稳定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栏据新华社

暴雨、泥石流、台风……近年来，频发的
气象灾害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为
提高全民气象防灾减灾救灾意识与能力，由
中国气象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共
同主办的第十二届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
者中国行活动于 6 月 29 日在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启动。

来自全国16所高校的1000余名在校大
学生志愿者将在暑期分赴全国各地，深入广
大乡村、中小学、城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宣传
气象科普知识。在为期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志
愿者们将宣传台风、暴雨等各种气象灾害及
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预警和防御知识，
以及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除了延续往年的播放科普短片、讲解气
象知识、游戏互动问答等形式外，今年还将
借助 VR、AR 等现代科技手段，让群众“真
实”感受自然灾害现象，提升群众应对气象
防灾减灾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

“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气象灾害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损
失的 70%以上，防御气象灾害已成为国家
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气象学会
气象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小峰
说，这项志愿科普行动让更多基层群众增
强了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提
升了应急避险能力。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018 级研究生
马明月已连续5年报名参加“气象防灾减灾
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活动。她告诉记者，每次
到基层进行科普宣讲活动前，她都会认真准
备，努力做到让人听得懂、用得上。在一次次
科普讲解、实践学习中，她不仅收获了友谊、
成长，还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活动
从2007年开始。12年来，累计有2万余名高
校志愿者深入全国1万多个行政村、3650所
学校、549 家企业，为 800 余万人普及了气
象防灾减灾知识。

我国启动“气象防灾减灾
宣传志愿者中国行”活动

我国首只人工繁育成活
雪豹加入繁殖序列

我国“鸟中大熊猫”
绿尾虹雉笼养种群翻一倍

甘孜日报讯 6 月 26 日下午，色
达县森林公安局接到色柯镇牧民群
众报案，称在五七牧场附近发现一
头外形奇特的“牛”，从来没见过，不
知该如何处置，请求色达县森林公
安局民警前去查看。

接到报案后，色达县森林公安
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在五七
牧场围栏处，看到了这头身形奇怪
的“牛”，它的角像鹿，蹄子像牛，脑
袋像羊，尾巴像驴，大家都没见过这
种“牛”，一时无法辨认这是什么动
物。民警立即对其拍照，将照片发送
至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动物专家进行
鉴定，通过鉴定得知这头“牛”名为
鬣羚，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为了让这只鬣羚回到适合它

生活的地方，民警发动在场群众，
将鬣羚捕获，驱车 40 公里放归到
霍西乡。

鬣羚也叫明鬃羊，属牛科，典型
林栖兽类，是亚洲东南部热带、亚热
带地区的典型动物之一，是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

近年来，色达县不断加大生态保
护力度，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
善，区域内各类野生动物种类和种群
数量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现已在色
达县发现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这表
明色达县在保护生态上取得了较好
成效，广大群众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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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县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鬣羚

森林公安民警正在捕获鬣羚。

丹巴县森林公安民警进行森林防火和野生动物保护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