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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林草局获悉，今
年以来，在州林草局指导下丹巴、九龙、巴塘等县
按照“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产
业发展思路，围绕打造“一圈一带一走廊”的特色
产业布局，积极推进花椒和核桃等特色林业产业
基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持续建基地，扩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丹巴、九龙、巴塘三县根据
资源优势，一手抓新基地建设扩规模，一手抓现有
基地提质增效。2019年完成花椒新建1.5万亩，累
计完成103.26万亩林业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完成
核桃低效林改造3.1万亩，有效促进了特色林业产
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

持续强科技，抓推广。州、县林草局结合“科技
扶贫万里行”和“百千万康巴英才工程”，整合省、
州、县林业科技人员，围绕花椒、核桃优势产业，深
入开展科技大培训、大示范、大推广“三大行动”，
大力培育新型农民，积极推广良种选育、高接换
种、施肥培土、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加快建立
一批现代农（林）业科技示范户，培养一批素质高、
带动强的农村实用人才，2019年度九龙等三县累
计组织开展林业产业实用技术培训15次，累计培
训林农1400余人次。

持续增投入，见实效。为加快高原生态特色林
业产业基地建设和产业发展，州、县林草局切实加
大财政资金投入的争取力度，编制2019年度林特
产业基地建设资金需求方案，同步向省林草局、州
人民政府汇报基地建设资金需求，累计争取省、州
两级财政资金376万元（其中省级300万元、州级
76万元）重点支持1.5万亩花椒基地和0.31万亩
核桃低改建设。

州林宣 记者 秦松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色达县学校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师生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有效预防
校园火灾事故发生，近日，色达县教体局和县消防
大队联合在县中学开展“2019年消防应急疏散演
练暨校园消防知识宣传培训”。全县校园长和县中
学全体师生共计1000余人参加。

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拉开了“色达县2019
年学校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的帷幕。学生们迅
速按照预案的指令，弯腰低姿、用手捂住口鼻、撤离
到操场。整个过程安静、迅速、有序。所有人员有序
撤离到操场后，消防专业人士为大家讲评了疏散演
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导学生和老师实操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并进行灭火学习及体验，学生和
老师都参与其中，提升自己的消防安全素质。

演练结束后，县教体局和县消防大队围绕校
园消防安全知识进行了专题讲座。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日对外发布最
新野外监测成果，卧龙“五一棚”区域的红外相机
首次记录到雪豹活动，这也是首次在大熊猫栖息
地核心区拍摄到雪豹出没。

目前，卧龙2019年野外监测最后一轮数据回
收工作正在进行中。“五一棚”区域熊猫调查分队
于5日返回，科研人员从回收的数据中发现，位于
海拔3300米左右的两台红外相机，分别记录到一
只雪豹连续两天出现在这两个点位上，共拍摄到
12 张图片和两段视频，拍摄点间相距仅 200 米，
拍摄时间分别是2019年6月3日、4日。

记录的画面显示，傍晚时分，在两侧生长着茂
密冷箭竹的兽径上，迎面走来一只毛色灰白的成
年雪豹，蔷薇花结般的斑纹布满全身。在另一画面
中，深夜的丛林里，这只雪豹在冷箭竹丛中四处嗅
闻张望，镜头一转，它拖着长而粗壮的尾巴，消失
在黑夜里。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晟研究员分析，四
川卧龙的大熊猫和雪豹两者比邻而居，和平共
处，各自有其所依赖的独特栖息地。从栖息空间
上来讲，它们好比是“上下铺”的关系：雪豹主要
活动在海拔3500至4400米的林线和雪线之间，
栖息在开阔的高山草甸与流石滩上；大熊猫则主
要生活在海拔 3500 米的林线及以下位置，常栖
于植被茂盛、竹林生长良好、环境隐蔽的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中。

根据这次罕见的记录，专家初步判断，一种可
能是雪豹可能正在迁移中，恰好穿过这片大熊猫
习惯活动的区域；另一种可能是雪豹在追捕猎物
过程中，偶然间钻进了森林。

从空间分布上来说，雪豹和大熊猫的栖息地
虽然有明显分化，但两者在领地边缘是有少部分
重叠的，海拔3000至4000米左右的区域对于雪
豹和大熊猫来讲都是各自活动的边缘地带。

四川卧龙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段兆
刚推断，4月至6月，一般是卧龙拐棍竹竹笋生长
的季节，大熊猫都会下到海拔2700米左右觅食活
动，雪豹这次出现在大熊猫的领地上不到 24 小
时，两者应该没碰面。

作为生态环境部中国陆生哺乳动物多样性观
测网络的观测样区之一，四川卧龙在北京大学的
观测技术支持下，获得了此次五一棚样地内的最
新发现。

卧龙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进一步提升样区观测水平，科学探究生物多样
性的奥秘，为中国濒危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

“理塘县城海拔 4000 米，树种难以
成活，在几年前，县城的植被很少，县上
领导也没有少花功夫，引进过不少树种，
但由于海拔高，气候严寒，都没有成功。”
理塘县高城镇党委书记达瓦泽仁说，理
塘县是我州六类地区之一，一到冬天，到
理塘县的游客很少，因为缺少绿化，尽管
理塘县是康南中心城市，但少了绿化就
少了城市的灵魂。

2017年，理塘县牢固树立金山银山
就是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大
力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工程建
设目标，着力构建“山顶戴帽子、山腰挣
票子、山下饱肚子”立体生态战略格局，
全力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
美丽理塘、生态理塘、高原明珠，全面提
升城市形象。理塘县力争做到“百米见
绿、五百米建园”的绿化思路，在县城内
及周边建设“八大林卡”。

在理塘县高城镇牧民新村，一片荒
滩地已变成有花草树木和湖泊的公园，
成为居民和游客休闲的好去处。2018
年，高城镇积极组建造林合作社，投资
770余万元，实施并完成佛眼林卡、城东
河沿岸绿化和卓凡加油站以上空地绿化
任务，共栽植云杉、旱柳、高山松等树种
1.2 万株。“为让贫困户在参与生态建设
中获取一定报酬，高城镇 49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1829 人纳入合作社，并打造
10余亩人工湖。此举既改变了环境，又可
让贫困户获得报酬。”达瓦泽仁说，该县
林草局从甘肃、青海省购买适合高海拔
生长的高山柳、油松、云杉等树种，加大

科技攻关力度，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公司，
总投资 100 多万元，购买了 11111 棵树
种，利用集体闲置地打造了佛眼林卡公
园。记者看到，云杉、油松等已经长到一
人多高，每块地均标有各个村的名称，以
示责任到村。

扎西卓玛家有 5 口人，女儿是残疾
人，家里缺技术和劳动力，没有牦牛，没
有经济来源，村里优先把她吸纳到林卡
公园管理树苗。每天有150元的收入，加
上政策性收入，扎西卓玛一家实现了“两
不愁”、“三保障”。

“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过程中，
我们把老百姓吸收到种植花草树木中来，
分村委会种植、补植和管理，三年过后验
收，也就是在三年中，老百姓都可从中受
益。”达瓦泽仁告诉记者，村民成立了高城
镇吉祥长青林木育苗专业合作社，惠及一
村和二村共144户贫困户，由合作社按照
用工量派给贫困户，确保贫困户都能够从
中受益。12个村支书担任合作社理事，合
作社明确规定，村干部不得随意安排非贫
困村民到合作社来务工。

“我们合作社现在的账上还有 180
万元，第一期分红 120 万元。户均分了
2800 元。今年第三年验收后，户均至少
还可以分5000元。”洛绒赤乃告诉记者。

“树周1.2×1.2×1（米深），这样才能
保证树苗成活。”西绕二村村支书顶真达
吉告诉记者，务工的村民都经过了林草
局技术人员的培训，他们用挖掘机平地，
用机具打树坑，不仅节约了劳动力，还保
证了成活率。

我州林特产业
基地建设成效显

色达县
消防安全进校园

四川卧龙
雪豹现身大熊猫领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表示，将
着力构建最严格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制度
体系，尽快出台“林长制”制度方案，全面推
行“林长制”。

这是张建龙9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森林
资源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的。

2017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林
长制改革，建立起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
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张建龙介绍，
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区、市）探索实行“林
长制”，加强森林资源责任落实，实现了生态

得保护，林农得实惠的“双赢”。
会议披露，我国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

70 年代的 12.7%提高至 2018 年的 22.96%，
森林面积达到2.2亿公顷，森林蓄积175.6亿
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据测算，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89.8亿吨，年
涵养水源6289.5亿立方米，年固定土壤87.48
亿吨，森林的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但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生态产品短
缺，仍然是我国的基本林情。通过扩大造林
实现森林资源数量大规模增长的难度越来

越大。同时，森林质量不高也是当前最突出
的问题。”张建龙表示。

为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张建龙称，国
家林草局将坚持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作为
根本目标，同时严格限制重点生态区域的林
地转为建设用地。对存在问题较多的省份，
一律取消国家备用定额支持，必要时还要进
行约谈。

此外，国家林草局还将积极推进国有林
区改革，尽快出台国有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
用制度改革方案，建立健全与所有者职责履

行相关的森林资源及资产管理制度。优化中
央投入机制，赋予所有者履行职责必要的调
控手段，确保中央投资真正用于森林资源保
护发展。

张建龙介绍，近年我国积极推进森林资
源管理创新，首次形成全国统一标准、统一
时点、服务于森林资源管理和生态建设的大
数据库。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技术，
研发了网上在线运行的“国家森林资源智慧
监测和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了全国森林资
源监督管理全覆盖。 据新华社

连日来的几场大雪，让世
界高城理塘县银装素裹，厚厚
的积雪，冬季的理塘，异常严
寒。高城镇修建的人工湖已经
被冰雪覆盖，而距离县城仅 1

公里的佛眼林卡公园内，数百
亩的云杉绿意盎然。趁着雪后
难得的阳光，替然色巴村村委
会主任洛绒赤乃打开围墙铁
门，走进公园查看云杉长势情

况，望着冬日里难得的绿色，
洛绒赤乃难掩激动的心情。

“现在，学校像花园，县城
像森林公园，到处一片葱绿，
走在路上都有种心旷神怡的感

觉，把图发到朋友圈，来过理
塘的朋友都不敢相信变化会有
这么大。”喜欢没事就围着县
城转一圈的理塘县三完小教师
李树平说。

绿水青山带笑颜
理塘县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大生态让农牧民持续增收
“在海拔4000 米的地方植树造林，比登天

还难，正因为理塘县氧气稀薄，县委政府和干部
职工才意识到绿化理塘、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
性。目前，成活率达到了95%，创造了高海拔植
树造林的生态奇迹。”达瓦泽仁告诉记者，佛眼
林卡就在城郊，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如
何持续让老百姓增收？高城镇帮助村民出谋划
策，在林卡公园周围，预留出一片空地，通过人
工湖泊、花卉种植，提升林卡的观赏休闲功能，
打造具有理塘牧区特色的帐篷村，吸引县城市
民和游客前来休闲消费，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
增加村民的收入。

“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来之不
易的生态建设成果。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让
过去荒芜的土地披上了绿装，我们两个村自愿
集资 49 万元，修建了围墙，避免牲畜进来践
踏。”顶真达吉说，到了夏秋季节，这里是野兔
子、黄鸭和各种鸟类的乐园，波斯菊怒放，湖光
山色，漂亮得很，到这里来观赏的市民和游客
络绎不绝。

扎蚌林卡距县城一公里，项目总投资 310
万元，资金来源为该县2018年生态转移支付补
助资金，项目建设由高城绿洲造林专业合作社
实施。绿化面积 214.5 亩，其中，形成人工湖 65
亩，主要栽植旱柳 1700 株、光果西南杨 1532
株、高山柳1000余丛、撒播花草1000余公斤、
客土回填种植土 4500 方、制作安装景观围栏
1200米等。

理塘县沙化治理项目集中在奔戈乡、村戈
乡、禾尼乡、高成镇等沙化较重的区域，该县
2007年启动川西北防沙治沙项目以来，共治理
13600.93 公顷（含成果巩固 5028.47 公顷），总
投入资金9218.37万元，以生物措施为主，工程

措施为辅的治理方式，通过植灌、撒播草种等，
修筑挡沙墙、草皮覆盖、客土种植土、播撒牛羊
粪、围栏封禁等，确保了治沙成效。

近年来，理塘县树立“生态环境大保护”理
念，保障群众政策性收入。大力实施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沙等重大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程，积极引导农牧民主动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建设项目，据了解，2018 年
理塘县争取项目资金450万元，对城西花园、木
拉街、县城境内新 318 线、东城门及大弯处、交
通花园、洞子口等区域进行绿化，种植青海云
杉、大果圆柏、旱柳1.19万株，在藏式花台内栽
植铺地柏3.01万株，实现绿化面积900亩，撒播
花（草）种子0.05万公斤。同时，在扎蚌林卡内完
成了改渠引水、筑土垒石、抬高水位等简单水系
工程，形成湿地6处，面积约75亩，在可用区内
栽植小规格云杉0.42万株。

理塘县以甲洼镇、濯桑乡为面，突出林旅
结合，投资约 790 万元，采取造林合作社实施
方式，完成过乡（镇）境内道路（G227 线）绿化
和乡镇美化工作，栽植云杉、旱柳17340 株。完
成甲洼卡娘村彩虹桥河道荒坡绿化任务，种植
光果西兰杨、旱柳等树木 0.12 万株。全面推进
汉戈花海巩固提升工程，撒播雪菊 100 亩、移
栽万寿菊 100 亩，撒播虞美人、金盏菊、孔雀
草、波斯菊、五彩石竹等花种 740 斤、撒播面积
240余亩。

全县退耕还林 3.46 万亩，还草 0.64 万亩，
兑现资金3287.6万元。实施集体公益森林生态
补偿 31.9 万亩，巩固退耕还林 3875 亩，发放草
原禁牧、草畜平衡、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三
项直补”资金 2.03 亿元，牧民每年户均增收
3482元。

大合作让增收与保护双赢

国家林草局
我国将全面推行“林长制”

畅游汉戈花海。叶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