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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家园6

甘孜日报讯“我和朋友一起到尖尖山采
风，没想到遇见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
撒欢追逐的场面，太壮观了，我用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了这一珍贵瞬间。”日前，炉霍县作家
协会会员东洪在炉霍县新都镇东日贝绒（尖
尖山）作摄影采风活动时，拍摄下了近百只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活动场景。

近年来，炉霍县以“生态立县，打造绿色
炉霍”为目标，不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
以各种宣传形式，增强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严厉打击乱捕滥猎和损毁野生动物栖
息地等违法行为，使该县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逐渐恢复，野生动物种群逐年增加，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草场沙化和退化得到有效治理，有
力维护了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截止目前，
在炉霍县境内共计发现数量和种类众多的珍
稀野生动物1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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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牦牛司令”
眼中的珠峰生态之变

◎新华社记者

炉霍县

白唇鹿群追逐撒欢

48 岁的拉巴次仁人称“牦

司令”，全称“牦牛司令”。在珠

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

作了28年的他，有几年在登山

季为登山队联系当地牦牛队运

输物资，因此得名“牦司令”。

上珠峰全靠牦牛运输物

资，“牦司令”也有着牦牛一样

的好脚力。他现在是珠穆朗玛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日管

理分局珠峰大本营管理站的

站长，日常工作是在珠峰地区

巡逻，保护野生动物，监督当

地村民遵守垃圾管理、湿地保

护等环保规定。巡逻路线上常

遇到车走不了的陡峭砂石坡，

体格壮硕的“牦司令”三两步

就爬上去了。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秦松 版式编辑陈雪峰

甘孜日报讯 近日，我州春季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活动在甘孜县完成放流。

“为保护雅砻江水生态资源，确保雅砻江
流域的水生物多样性，恢复鱼类种群数量，开
展了此次活动。”州农牧农村局渔业渔政科科
长杨杰说。此次活动，由四川省农业厅和州农
牧农村局主办，从中央农业生态补助资金中
划拨了40万元专门用于此项活动。

在活动现场，干部代表以及来自呷拉乡
的群众们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积极的参与放
流活动，一盆盆鱼苗通过他们的手，被放流到
了雅砻江里，看着这些鱼苗随着江流飘远，所
有参与其中的人都露出了微笑。呷拉乡村民
启绒根呷一边放鱼一边说：“在呷拉乡境内投
放的鱼苗，不但数量众多，而且非常健康，这
对我们的环境来说非常有好处，谢谢这些单
位和干部。”

“通过在雅砻江甘孜县段流域内投放鱼
苗，让逐年减少的甘孜本地鱼种数量得到提
升，对改善甘孜水域生态环境、恢复雅砻江鱼
类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鱼类可持续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孜县农牧农牧
局副局长洛绒恩扎说。

据了解，此次放流活动共投放16万余尾
齐口裂腹鱼和四川裂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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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

举行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
西考察期间来到汾河太原城
区晋阳桥段，察看了解汾河
水治理及两岸生态保护等情
况。疫情发生以来，从浙江余
村、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到陕
西秦岭再到山西汾河，总书
记的这些考察活动，始终贯
穿着一种理念，就是无论形
势多困难、挑战多严峻，都要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良好生态环境，事关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今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之年。作为三大攻坚战之
一，能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能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生态新需要，直接关
系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将检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应当看到，新冠肺炎疫情
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
所未有的冲击，也给生态环保
工作带来诸多困难。有的地方
生态环保项目一度停工停产，
有的地方因财政减收难以保
障生态环保建设投入。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这些问题如果
得不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势必
影响来之不易的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给如期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乃至更加长远的经

济社会发展埋下隐患。
面对疫情防控的复杂形

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
挑战，我们必须坚持全面、辩
证、长远的眼光，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在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
不折不扣落实好生态环保各
项政策举措，扎实推进生态
环保各项工作，坚决防止松
一松、缓一缓的思想，更不能
降低环保标准，砸掉子孙饭
碗；与此同时，发扬“右玉精
神”，锲而不舍，下恒久之功，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加快制度创新，强
化制度执行，统筹推进能源
革命、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厚植
生态文明建设基础。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各级各地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
之以恒推进绿色发展，打造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的美丽中国，交出经得起历史
检验和人民认可的绿色答卷。

走在巴塘的街头巷尾，你会被道路
两旁花团锦簇的场景吸引，枝头摇曳的
花朵散发着阵阵芳香，红的、粉的、紫
的，一簇簇、一团团点缀着这座小城。连
日来，在城区绿化带上随处可见园林绿
化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对全县的景观
植物进行移栽、修剪、除草、洒水，为“高
原江南·巴塘”梳妆打扮迎夏季。

在中山广场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
为新移栽的三角梅进行浇水、施肥、防治
病虫害工作。“最近气温回升，我们抓住
这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春季园林绿化工
程，进一步改善城市园林景观和生态环
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巴塘县始终将以“增绿量、
添色彩、强标准、出品位”作为重要抓

手，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方式宣传
发展新理念，结合园林绿化工作环境建
设管理实际，把今春绿化建设养护工作
重点放在春季绿化养护管理、绿化工程
项目建设及工程质量管理等三个方面。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介绍
说：“为确保景观植物的成活率，我们严
把园林绿化工程质量关，严格按照行业
规范与设计标准，明确植物栽植深度、
栽植位置，确保景观效果，严令要求从
栽植到浇水做到精细、高标准，确保成
活率，同时一并彻底清除绿化带内影响
植物生长的建筑垃圾、树根、石子，切实
保证栽植质量、大大提高了园林景观绿
化效果。”

据了解，自 3 月初开始，该局就组

织绿化施工单位全面开展绿地养护管
理工作，并对已建成绿地实施精细化养
护管理。同时，结合巴塘城区今年春季
气候的实际情况，针对绿化养护特点，
实施浇返青水、拆除树木防寒设施、移
植补栽修剪树木、松土整理树穴、施肥
复壮、喷涂石硫合剂等精细化养护作
业，增强苗木抗病抗旱能力，促使苗木
快速返青，保持苗木树形美观和良好生
长态势。

自 2019 年项目工程启动以来，截
止今年春季绿化栽植工作已于2020年
3月中旬继续实施，目前绿化栽植工程
项目已完成全部大乔木栽植工作，进入
灌木与地被植物栽植阶段。截止目前，
已启动春季绿化工程项目 10 项，涉及
空军基地、金弦子小广场、318 基本农
田主灌溉渠改造400米长、教育园区门
花台、城区各花箱、中山广场、墙面花
架、茶马古道清水过街、城区原有花台、
增设指定点。今年更换栽植桂花25株、
桃树80株，增植万寿菊70000杯、木春
菊 120000 杯、一串红 84000 杯、石竹
83500杯、三角梅4000盆、月季13000
盆、杜鹃4000盆、玫瑰花灯1500套、蜀
葵100盆、格桑花200平方米、丛生造型
万年青14株、万寿菊双色8000盆、木春
菊双色 8000 盆、石竹双色 8000 色、一
串红双色8000盆、万年青球270杯、红
叶石榴球250杯、北美海棠250杯、仿古
造型石花坛20套、组合立体花坛150平
方米，逐步构建绿量丰富、色彩鲜明、层
次多样、景观靓丽的城市绿网。

“冬天，珠峰登山大本营的雪能
有膝盖深，车走不了我们就徒步去。”
他说，自己最长的徒步纪录是 8 小
时，是在位于珠峰东坡的绒辖沟。

“牦司令”的老家在西藏日喀则
市城区内，却因为自己“太喜欢动
物”，所以跑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珠
峰山区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他还与偷猎
分子面对面过。“那时候大家没什么
环保意识。”“牦司令”说，有的人觉
得野生动物就跟自家牲畜一样，看
到就能杀了吃，或者贩卖皮毛，所以
那时“动物见人都躲着走”。

1994年，珠峰保护区升级成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覆盖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定日、定结、聂拉木和吉隆
4个县，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

之后，“牦司令”走村串户向珠

峰脚下的村民讲解什么是国家级保
护动物，滥杀保护动物会受到什么
惩罚，野生动物少了对生态系统有
什么破坏等。

渐渐地，情况有了改变。
“10 多年前，我在珠峰大本营

见到过一次雪豹。”他说。后来，西藏
珠峰雪豹保护中心在保护区内设置
的红外相机也几次拍到雪豹，“牦司
令”看着高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数量稀少。我原来还怀疑已经
灭绝，现在不担心了。”

“其它动物的数量也增多了。”他
说，每次巡逻他都会按保护区的规
定，把所见动物数量和分布情况悉心
整理成表格，也在心中渐渐形成了一
份珠峰地区野生动物的分布图：藏野
驴在加措乡、岗嘎镇和克玛乡比较
多；曲当乡、绒辖乡海拔低，能见到猕

猴。“岩羊嘛，到处都很多。”他说，在珠
峰登山大本营附近还有一头“相熟”
的岩羊朋友，它的角很特别，一眼就
能认出，有时还会跟它打招呼，巡逻
车经过时它也不会躲。

“动物们知道现在人类不会伤害
它们了。”“牦司令”笑着说，几天前，
他和管理站的同事们还救助了一只
摔伤的岩羊，把它送到一名管护队员
家中养伤。当地村民们发现了伤亡的
野生动物，也会主动向管理站报告。

根据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提供的数据，珠峰保护区
现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491种，其中
雪豹数量在190只至270只之间；高
等植物2550种；森林面积55000多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4.85%。

而像珠峰大本营一样的管理
站，珠峰保护区内共有 20 个，平均

每个管护站配备10名管护队员。仅
在定日县，就有 80 多名这样的队
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当地农牧民群
众，每人每年增收约3万元。

除了保护野生动物，“牦司令”
和同事们还是珠峰大本营区域的垃
圾管理员。

珠峰游客大本营旁设立了垃圾转
运站，登山者、游客和当地村民等产生
的生活垃圾全部运输至此，并建立台
账，之后转运至定日县城统一处理。

今年，“牦司令”在登山大本营
还发现了垃圾处理的新设施：“登山
者产生的污水、餐厨垃圾和排泄物，
就地无害化处理，水资源还能循环
利用，这样从登山营地转运下来的
垃圾就少了很多。”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国家和
地方各级财政已投入超1.3亿元，用

于珠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未来，
珠峰保护区将在定日县投建无害化
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建设空气
监测站，对核心区实施全天候空气质
量监测。对此，“牦司令”充满期待。

天气转暖，高海拔山区中也能
见到大片绿色。走在巡逻路上，“牦
司令”的眼睛一刻不停地在山坡和
河谷里扫视。再过一个月左右，岩羊
的繁殖季就将到来，那是他最喜爱
的动物，但狼在那时也会活跃起来。

“我们肯定不会因为偏爱岩羊，
就去特意保护它的幼崽，这样对狼
不公平。”他说，从管牦牛的“司令”
到野生动物的朋友，“这么多年，我
们已经学会了尊重自然法则。”

珠峰脚下，牧民的牦牛队伍在清
脆的铃声中渐行渐远，山坡上岩羊群
闲庭信步。人、动物、山，和谐共生。

栖息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岩羊。

高原江南换新颜
巴塘县精心构筑城市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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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生态文明
建设不放松

花团锦簇的巴塘县城。

甘孜日报讯 近日，九龙县生态环境局接
到该县第二完全小学和溪古库区周边居民的
信访举报投诉：“久隆公司溪古电站库区蓄水
水位下降，库区干滩面泥沙被风吹起的扬尘
严重影响到学校和周边居民的正常生产生
活，并在县两会上进行提案，要求调查处理该
环境问题”。

县生态环境局接到该信访举报投诉后，
赓即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经
调查发现该水库位于县城边，库区周边有学
校、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量村民居
住，在建设该电站蓄水库时没有对库底进行
硬化处理，每年2—6月库区蓄水水位下降，
库滩显露而引起的扬尘严重影响到库区周边
相关单位和村民的正常生产生活；水位下降
后没有及时对库底裸露沉沙进行清理、防尘
覆盖、透水铺装和喷淋降尘。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维护其享有的正当环境权益，该局向久隆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
为决定书》,并责令限期整改。

目前，扬尘初步得到控制。下一步，县生
态环境局将督促该公司采取更加科学化的防
尘处理措施，彻底消除该库区内的一切扬尘
污染，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回潮。

李月平

九龙县生态环境局

整治扬尘敢逗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