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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在“世界屋脊”筑起
了生态文明高地，在高原上生活
的各族群众也享受到了保护生
态带来的红利。

位于雅江南岸的拉萨贡嘎
国际机场曾饱受灾害性风沙的
侵扰。经过40年持续造林治沙，
一道长 160 多公里、宽 1.8 公里
的“绿色长城”崛起在雅江山南

段，贡嘎机场航班起降受灾害性
风沙影响天数，最高时每年可达
60多天，现在明显减少。

山南市扎囊县植物种苗繁
育基地里，阿扎乡村民卓玛曲吉
一边育苗，一边用脚打着拍子哼
着歌。

近万亩的生态产业扶贫项
目——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
基地在此落地后，卓玛曲吉便将

自家的土地通过土地流转获取
租金，同时来到繁育基地打工。

“主要是灌溉、除草、施肥、
修枝，每天有 160 元的工资。”
卓玛曲吉说，“在家门口就把钱
挣了，还让家乡更绿了，特别高
兴。”

记者了解到，2019 年西藏
落实生态岗位 60 多万个，落实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各

类奖补资金97.7亿元，越来越多
的农牧民吃上了“生态饭”。

雪山在太阳的照射下，上演
着一幅“日照金山”的景象；碧湖
如镜，映照着雪山巍巍倒影；蓝
天白云间，黑颈鹤翩翩起舞；广
阔的草原上，藏羚羊、藏野驴自
由飞奔……大美西藏正期待着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八方游客
的到来。

当前春季造林绿化和森林草原防火正
处在关键时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
龙11日说，要积极有序推进造林绿化工作，
全面加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

张建龙说，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总体看对
今年春季造林绿化的影响有限，但也带来一
些困难，主要是一些地方用工短缺，种苗、化
肥、农药等造林绿化物资调运受阻，造林绿
化成本有所提高。据统计，截至3月10日，全
国已完成造林面积1311万亩，比往年同期降
低近2个百分点。

“今年全国计划完成造林 1.01 亿亩、森
林抚育1.2亿亩，种草改良草原5194万亩，任
务十分繁重，再加上受疫情影响，困难和挑
战可能更大。”他说，必须努力克服疫情影
响，抢抓有利时节，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认真组织做好春季造林绿化工作，
确保如期完成今年绿化任务。

张建龙表示，要分区分级推进造林绿化，
统筹安排造林绿化任务。充分考虑疫情影响，
及时调整造林结构，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加
大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力度，并突出重点，优
先推进国家生态工程建设，切实抓好有害生
物防控。要坚持宜草则草，充分发挥草原在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中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加强草原禁牧、草畜平衡
监管，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修复。

当前，我国西南、华南、华北部分地区进
入森林草原防火高火险期，东北、内蒙古国有
林区即将进入春季防火关键期。张建龙说，要
严格落实责任，深入排查隐患，加强火情监
测，妥善处理突发火情。还要研究出台森林草
原防火考核评价制度，推动修订森林防火条
例和草原防火条例，提升火灾防控水平。

据新华社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森林病虫防治检
疫站根据各县林草局、州属国有林保护管理
局对去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结合去冬
今春甘孜州天气情况和甘孜州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防治情况以及林业有害生物的
分布范围、发生规律、发生特点等综合分析
后，发布了2020年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防
治趋势预测预报。

预计，2020年我州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
积 39.57 万亩，与 2019 年相比上升 9.6%。其
中：病害发生面积25.40万亩，与2019年发生
相比上升18.41%，虫害发生面积13.74万亩，
与 2019 年相比下降 0.14%，鼠害发生面积
0.43万亩，与2019年相比下降21.82%。各地
需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工作，加强营林技术
措施，制定科学防治实施方案，适时组织科学
治理，重建森林生态系统，恢复森林健康。

州林草局

我州发布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
防治趋势预测预报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气象部门认真落
实中央组织部关于组织党员自愿捐款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号召全
体党员干部献出爱心、共同抗“疫”。仅一周
时间，就收到捐款37500.00元。

该系统退休党员杨海明、张富贵等老同
志得知在开展捐款活动后，第一时间通过网
络转账的方式把在日常生活中勤俭节约下
来的退休金汇至捐款账户。年轻党员张林君
不仅自己踊跃捐款，还积极发动身边的亲朋
好友参与捐款活动，他还不计个人得失乐于
志愿服务，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参与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王严琪，
深受老一辈气象人和身边党员同志的感染，
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参与捐款活动和单
位疫情防控工作。

蒋昌旭

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印
发实施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
工繁育的动物哪些允许食用、哪
些禁止食用。对此，北京林业大
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日
前说，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不存在
网传的“黑白名单”。

据时坤介绍，对陆生动物而
言，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的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中所列允许食用的动
物种类，其人工养殖种群是被允
许食用的，但其野外种群和该目
录以外的其他所有陆生野生动
物均属于禁止食用范围。对水生
动物而言，野生动物保护法已规
定禁止食用珍贵、濒危水生野生
动物，其他水生动物不在决定禁
止食用范围。

时坤说，长期以来，滥食野
生动物一直是诱发乱捕滥猎、非
法交易野生动物的主要原因，不
仅危害野生动物种群安全和生

态安全，也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
很大隐患。但由于现行野生动物
保护法管理范围有限，不少对公
共卫生安全具有很大风险的陆
生野生动物，如蝙蝠、鼠类、鸦类
等，没有纳入该法管理范围，制
约了打击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
效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专
门出台的决定，不仅弥补了现
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空白，同
时对允许食用的动物范围作出
了十分清晰的原则规定。”时坤

解释说，一是决定明确列入畜
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
家畜家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
这表明，人工养殖的动物只要
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就可
以按其规定的方向进行利用。
列明为食用的，就允许食用。二
是决定明确除现行野生动物保
护法规定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外，其他水生动物没有列入禁
止食用范围，其管理适用渔业
法的规定。

胡璐

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管
理，近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相继制定
出台了《青海省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十项措施（暂行）》和《青海省全面加强野
生植物保护十项措施》。

新华社 发

一场大雪后，高原西宁一派银装素
裹。16日早晨，在缕缕春光映照下，青藏
高原野生动物园内的四只“国宝”熊猫

“复工”迎客。
“体温 36.6 度，麻烦你扫码登记。”

在动物园门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入园的
游客进行登记。

据了解，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已于
3月13日开园复工，为了保障动物园有
序复工，保障游客能够安全、愉悦地游
览园区景观，园区提前制定了相应复工
方案和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妈妈，快看猴宝宝真可爱。”在动
物园的猴山景区,西宁市民樊雪晨正带
着她两岁的孩子游玩。“疫情期间在家
待了很久,现在动物园开园，想着错开
周末高峰带孩子到动物园游玩。”樊雪
晨说，动物园多数景区在室外的开阔地
带，园区的消杀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动
物园游览，孩子特别快乐。

据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饲养员尹和
兴介绍，疫情期间，园区每天都会对动物
展示区和公共服务区进行多次全域消
杀，同时严密监测野生动物的健康状况。

“昨天西宁迎来降雪，今天天气晴
朗，空气清新，大熊猫的状态也很好。”
西宁熊猫馆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
负责人茹雨婕说，西宁熊猫馆于1月24
日与西宁野生动物园同时闭馆,疫情期
间，我们增加了对大熊猫活动区域与场
馆的消毒频次。

“饲养员每日都会对大熊猫进行严
格的体况监测和观察。”茹雨婕介绍，开
园后，将大熊猫展示区设置在室外，禁
止在室内等封闭区域展出。游客需全程
佩戴口罩、在开阔环境下保持距离参
观，禁止饲养员与场馆其他工作人员、
游客接触，保障游客安全的同时也保障
大熊猫的健康。

在熊猫馆，西宁市民刘方利和同事
带着孩子专程来看大熊猫。“我们只在
室外游览，安全又快乐！”刘方利说。

“下一步，园区将利用网络平台，在
线上逐步开展‘云'游动物园、野生动物
科普讲堂等活动，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园
区里的动物们。”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
副园长齐新章说。

甘孜日报讯 为着力抓好疫情防控
中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雅江县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印发《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切实
加强野生动物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等
文件，精细部署、精准抓实野生动物资
源保护工作，实现了县域内无经营性活
禽活畜交易商铺、餐饮行业无售卖野生
动物及制品现象。

为确保工作落地落细落实，该县切
实组建5支片站宣传队，深入片站、乡镇、
村寨，通过广播、标语等方式，大张旗鼓
地宣传《雅江县关于严厉打击运输、携
带、贩卖、屠宰、加工、食用、非法猎杀等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通
告》及其举报奖励政策；全县1163名护
林员日常轮班开展禁止捕猎、盗猎野生
动物巡查工作；县林草局、县农科局、县
市监局、森林公安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
坚持对活禽活畜交易市场及其辖区农贸
市场、冷冻食品店、营业餐馆售卖野生动
物及制品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目
前，保护野生动物已成为全县各族干部
群众的广泛共识和行动自觉。

县融媒体中心 张莉

国家林草局
推进造林绿化
加强火灾防控

州气象部门
捐款支持疫情防控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做好2020年汛期气
象服务各项工作，近日，得荣县气象局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州局关于做好2020年
汛期气象服务自查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并对
汛前自查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会议要求要在全力做好新冠肺炎防控
气象保障工作的同时，认真开展汛期气象服
务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汛期工作领导
小组、各项业务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和预警
信息发布业务流程等，做好当前冬春转换时
节的各类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预警、信息
发布、汛期气象服务及气象探测业务等相关
工作。要克服麻痹思想，加强学习，熟练掌握
各业务平台的使用，严格24小时应急值班值
守，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蒋金钱

得荣县气象局
部署汛期服务工作

雅江县

务实保护
野生动物

专家表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不存在“黑白名单”

青藏高原

野生动物园
复工见闻
◎新华社记者 解统强 耿辉凰

3月的雪域高原，暖风拂面而来，沉睡

了一冬的高原渐渐醒来。

从拉萨河畔树木成林的南山公园，到拉

萨城北百鸟飞舞的拉鲁湿地，从雅江两岸

160多公里的“绿色长城”，到藏北羌塘回归

自然的“动物乐园”，高原大地生机勃勃，一

幅“最美第三极”的画卷正渐次舒展开来。

这画卷，正是西藏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的累累硕果。

保护好雪域高原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西藏生态建设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田金文

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西藏
境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被誉
为“亚洲水塔”，是我国以及南
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亚
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感应
器”，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
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对全球气
候具有重要影响。

“西藏也是生态环境脆弱
敏感的地区，一旦破坏，修复难
度较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姚
檀栋说，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
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最大贡献。

西藏 1951 年和平解放后，
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
大措施，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置
于国家战略高度。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使西藏成

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2015年，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要切
实保护好雪域高原，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

2017 年 8 月，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
目前，这次科考正在对青藏高
原的水、生态、人类活动等环境

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分析青藏
高原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影响，提出青藏高原生态安
全屏障功能保护和第三极国家
公园建设方案。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
长罗杰说：“国家对西藏生态保
护工作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部署，
体现了国家对西藏生态保护工
作的高度重视，为西藏生态保护
工作指明了方向。”

把西藏生态保护置于国家战略高度

奋力筑牢西藏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人民的

“母亲河”，中游日喀则市南木
林生态示范区曾经是一片戈壁
荒滩。南木林县仁欧村村民过
去习惯到山上砍柴生火，导致
土地沙化严重，村民在家里喝
甜茶，都得涮几次杯子里的灰
尘，吃尽了苦头。

2014 年至 2017 年，国家投
资 1.5 亿元，在南木林生态示范
区内植树造林 3 万余亩，2018

年至今又建起了 1 万亩的生态
林。这条长达 50 多公里的“生
态绿洲”，成为雅江沿岸的一道
靓丽风景。

这得益于《西藏生态安全屏
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的实施。据了解，截至2019
年，西藏已累计投入117亿元构
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加强制度

建设，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为西藏生态环境保驾
护航。”罗杰介绍，20世纪90年
代以来，西藏先后颁布实施了
60 多部地方性法规，为高原生
态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近年来，西藏陆续实施了消
除“无树村”“无树户”“无树单
位”以及“绿色围城”“树上山”等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并通过实
施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把大

自然留给野生动物。2019年，西
藏有4058人搬出极高海拔生态
保护区。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
全区 45%的区域被列入最严格
保护范围，建立了 47 个各类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 41.22 万平方
公里，其中包括 11 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西藏已累计命名自治
区级生态县17个、生态乡镇213
个、生态村2373个。

美丽西藏建设释放“生态红利”

在西藏山南市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黑颈鹤在休憩。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