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存家园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 泽仁正光 版式编辑边强6

2022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加
上一个“碳库”。

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
态系统，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水库、钱
库、粮库、碳库功能。

“逐水而居”是自古至今人类争
取生存与发展一直遵循的基本规则。
草原是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水
源涵养区，孕育了众多湖泊。位于世
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草原区，是世界上
河流发育最多的区域，被誉为“亚洲
水塔”，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大
都发源于此，湖泊星罗棋布，总面积
超过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湖泊总
面积的46%。内蒙古东部草原区的河
流湖泊众多，是松花江、嫩江、额尔古
纳河等河流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分布
的 湖 泊 有 500 余 个 。黄 河 水 量 的
80%、长江水量的 30%、东北河流水
量的50%以上直接来源于草原地区。
我国 90%以上的冰川也分布在草原

地区。如祁连山地区现有大小冰川
2859条，总面积达1972.5平方公里，
储水量811.2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冰
川融水量高达 10 亿立方米。如果说
草原是地球的皮肤，那么，湖泊、冰川
与河流就像血液从草原流过，共同维
护着祖国的生态安全。

在我国文字没有创造前，畜牧业
就已萌芽，草原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
经济财富。据测算，全国近40亿亩草
地每年畜牧业产值可达 2000 多亿
元。2021年，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
量近6亿吨，折合干草1.9亿吨。内蒙
古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产草量18
万吨，按照每吨1000元计算，打草价
值可达 1.8 亿元。2021 年，青海省冬
虫夏草总产值达201.6亿元，虫草采
挖直接从业人员 10 万人，采挖期人
均工资1.1万元左右，实现劳动收益
120.1 亿元，受益农牧民近 216.5 万
人，人均年增收5000元左右。我国草
原地区能源资源十分丰富，除化石能
源和生物质能源外，草原风能和太阳

能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无污染、可再
生、分布广的特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草原这座“财富大山”，是老
百姓致富的宝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草原与耕地、水域共同为人类三

大食物来源。草原养活着世界50%的
家畜，支撑着全球30%人口的需求。
我国的草原生产了全国 45%的牛羊
肉、49%的牛奶和75%羊绒，为人们提
供着食品、纤维、燃料和清洁的水源。

统计显示，我国牧区、半牧区县
牛羊肉供给量占全国的比例正在大
幅增加：2020 年，我国牧区、半牧区
牛存栏量占全国牛存栏量 50%，比
1998 年提高了 32.8 个百分点；牛出
栏量占全国牛出栏量26.4%，比1998
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牛肉产量占
全国牛肉产量 39%，比 1998 年提高
了 27.5 个百分点。2020 年，我国牧
区、半牧区羊存栏量占全国羊存栏量
38.1%，比 1998 年提高了 10.8 个百
分点；羊出栏量占全国羊出栏量

30.4%，比 1998 年提高了 2.1 个百分
点 ；羊 肉 产 量 占 全 国 羊 肉 产 量
35.1%，比1998年提高了13.9个百分
点。2020 年，我国牧区、半牧区提供
的奶产品产量占全国的20%左右。草
食畜产品正逐渐成为年轻人餐桌上
的主流食品。

草原是我国仅次于森林的第二
大碳库。据测算，我国草原碳总储量
占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16.7%，我国
的草原生态系统碳储量占世界草原
生态系统的 8%左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专家学者利用不同方
法对我国草原的生物量碳库和土壤
碳密度进行了估算，其中草原植被碳
储量在 10.0 亿—33.2 亿吨，草原土
壤碳储量在 282 亿—563 亿吨。与森
林等生态系统相比，草原固碳更为稳
定、成本更低，草原固碳的成本是森
林固碳的 44%。据估算，目前通过每
年实施种草改良 4600 万亩左右，落
实 38 亿亩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我
国草原每年碳汇量可达1亿吨。

7月以来气温连日攀升，四川省
2022 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仍然在
高温酷暑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四
川省林草局二级巡视员、林业和草
原调查规划院院长昝玉军率队来到
样地看望一线监测队员，并操作着
罗盘仪、外业平板电脑，不时和监测
队员们探讨技术理论，叮嘱工作质
量、进度和安全，研究解决外业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

四川森林、草原、湿地资源十分丰
富，全省2022年调查监测任务将覆盖
21个市（州）178个县（市、区），将完成
变化图斑监测12.54万个，是2021年
的 4 倍。野外调查样地 2525 个，较
2021年增长8.5%，林草生态综合监测
任务艰巨。截至7月25日，四川已累计
完成样地调查1060个，完成总任务量
的42%，其中森林646个、草原363个、
湿地51个；图斑监测已全面启动，目前
已完成图斑总数的13.4%。

2022 年全国林草生态综合监
测工作启动后，四川省林草局第一
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对接四川省自
然资源厅，成立厅局工作专班。邀请
国家林草局西南调查规划院指导，
组建专家团队，结合四川实际，起草
制定省级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先
后协调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3份工
作文件，明确近中期林草湿调查监
测年度任务和具体要求。

四川省林草局组织省林规院、林

科院、草科院共派出 298 名技术人
员，组建了85个工组，其中野外调查
80个、质量检查5个。针对县级图斑
监测、国土“三调”对接融合，组织开
展线上培训，覆盖县级层面和第三方
技术服务机构，参训人数1000余人。
针对监测样地调查，组织开展室内理
论培训、野外实操培训和试生产，共
有 200 余人参加，全部取得上岗资
格。重点培训图斑监测、森林督查等
重点工作，同步视频直播，实现市县
两级全覆盖，参训人数1200余人。

近年来，四川省林草局不断创新
完善监测技术手段，会同自然资源厅
完成“天府调查云”林草湿调查监测
模块研发，组织完成软件培训及账号
授权等。组织专家研发细碎图斑自动
处理软件，方便基层定位细碎、畸形、
狭长等特别图斑并快速处理。

四川省林草局积极做好保障服
务，协调财政部门落实省级调查监
测经费1600万元并纳入预算。积极
协调市县两级林草部门和下属林草
经营保护单位，提供交通、向导、安
全等保障服务。

今年以来，四川继续严格按照标
准规范作业，统筹兼顾、优化配置、克
服困难，充分发挥现代化设备在调查
监测中的优势和长处，用过硬的业务
技能和务实的工作态度，确保高质量
完成调查监测工作任务。

据《中国绿色时报》

四川

积极推进林草生态
综合监测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我州
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集体和个
人所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工
作，强化“一卡通”惠民惠农阳光审批
系统和阳光发放系统操作流程，近年
来，我州多措并举，进一步提升涉林
惠民资金兑现能力。

强化培训、提升水平。通过线上
集中培训和线下交流沟通，增强经办
人员责任意识、工作意识。提高经办
人员实际操作能力，扩大业务知识，
规范平台操作,实现快速、精准兑现。

落实政策、签订合同。为使集体
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集体和个人所
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工作落
到实处，我州严格按照国家、省相关
要求推动工作，并且将上级政策及时
传达至各县（市）林草局，进一步提出
要求，严格落实国家、省政策。各县

（市）按要求签订管护合同，明确管护

职责、范围等。
严格考核、积极兑现。各县（市）

制定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及集
体和个人所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
补助工作管理考核办法和制度。严格
考核，及时通过“一卡通”惠民惠农阳
光审批系统和阳光发放系统兑现补
偿、补助资金。

助农增收、成效显著。我州2022
年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及集体
和个人所有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
助管护面积 2475.61 万亩，资金 3.8
亿元，涉及18万户左右农牧民，预计
户均增收2100元。通过兑现补偿、补
助资金，不仅增加了农牧民群众收
入，提升农牧民群众爱护林草思想观
念和增强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资源责
任心，同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

杜永松

甘孜日报讯 为科学评估长江流
域“十年禁捕”后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状况，系统掌握长江上游雅砻江干流
及其支流水生生物资源变动状况，近
日，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联合四
川农业大学副教授严太明、何智副团
队成员一行前往鲜水河干流及其支
流开展为期6天的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工作。

监测行动主要采用流刺网、地
笼捕捞渔获物，利用浮游生物网采
集浮游动、植物，使用水质分析仪测
定水域理化性质指标。对渔获物进
行种类鉴定，按照规定对部分鱼类
留存样本，进一步进行年龄与生长、
摄食习性和肠道微生物菌群等的分

析，其余测量基础生物学数据后都
放归河流。

通过本次水生生物监测，数据
充分展现了该县境内鲜水河流域鱼
类数量较多、种类齐全，体现了长江
十年禁捕工作对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效果已初见成效。

近年来，为全面加强长江上游鲜
水河流域水生生物保护，该县县委、
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多措并
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宣传教育，并
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付婉梅

我州

兑现公益林等
补偿金3.8亿元

炉霍县

开展水生生物监测行动

近百只“岩壁上的精灵”

亮相白玉县自然保护区

甘孜日报讯 近日，近百只岩羊
亮相白玉县麻绒乡察青松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岩羊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栖息
在海拔 2100—6300 米之间的高山
裸岩地带，不同地区栖息的高度有所
变化，有较强的耐寒性。

特别的是，岩羊可以在高山峭壁
上自由跳跃，加之其警觉性非常高，
难以接近被称为“岩壁上的精灵”，但

这近百只岩羊没有“高难度”动作，吃
草、喝水、嬉戏……一幅治愈系画面。

白玉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白玉县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森林覆盖率
达47%，成功入选全国50个生态综
合补偿试点县之一。随着生态环境质
量的持续改善，一些珍稀野生动物在
该县“落户安家”、繁衍生息。

泽仁拉姆/文 张伟/图

觅食中的岩羊。

建立健全机制保护修复草原
◎王辰

我国是草原大国，面积位居世界第一。草原在我国生态建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充分

发挥“四库”巨大功能，我国政府和林草部门推出多项举措，用实际行动精心呵护着我国宝贵的草原资源。

2021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新时代草原保护修复的指导思想、工

作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的政策措施。明确到2025年，草原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基本

建立，草畜矛盾明显缓解，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根本遏制，到2035年退化草原得到有效治理和修复，到21世纪中叶草原生态

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目标。意见的印发，为我国未来草原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给中国草原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 / 时 / 是 / 草 / 原 / 最 / 迷 / 人 / 的 / 季 / 节

充分发挥草原“四库”功能

无规矩不成方圆。
1985 年 6 月 18 日，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草原法》，标志着我国草原
保护进入法制化的轨道。2003年3月
草原法修订施行后，为依法保护管理
草原进一步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
形成由1部法律、1部司法解释、1部
行政法规、20 余部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组成的草原法律法规体系，为依法
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打击各类
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
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草原资源
保护注入了强心剂。

草原法律法规最大的受众就是
农牧民，而他们往往远离都市，缺少信
息来源。越是偏远地区，越要把法送进
去。国家林草局坚持每年6月组织开
展以“依法保护草原、建设生态文明”
为主题的草原普法宣传月活动，深入
草原牧区走进基层，将草原普法引向
深入。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受
宣群众累计超过1000万人次。

同时，我国也加大了对草原违法
犯罪的打击力度。据统计，2018—
2021年，各地共依法查处各类破坏草
原案件近5万起。各地加强草原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向司法机关移

送草原涉嫌犯罪案件近千起。2022年
4月，国家林草局通报了2018年以来
各地查处的草原违法案件中的16起
典型案例，要求各地始终保持打击破
坏草原资源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为
巩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成果和建设
美丽中国保驾护航。

有了法律法规的护航，也需要政
策的大力支持。

党的十九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
机构改革以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成为国家战略，草原地位空前提
高，各项草原保护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10

年来，国家累计投入资金超 1700 亿
元，1200多万户农牧民受益，38亿亩
草原得到休养生息；禁牧休牧和草畜
平衡制度让全国38亿亩以上的主要草
原牧区得以休养生息；草原承包经营制
度使43.08亿亩草原的利用更加合理、
规范；落实基本草原保护制度，把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
展所需最基本、最重要的草原划定为基
本草原，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和管理，
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
降、用途不改变。据统计，目前各地已划
定基本草原面积36亿亩以上。

据《中国绿色时报》

全面加强草原保护修复
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草

原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生物
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2018 年，机构改革草原监管职
责划转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来，草
原监管体制进一步理顺，草原管理实
现了由以生产为主向以生态为主的
历史性转变。为实现林草融合发展奠
定了体制基础。国家林草局抓住历史
机遇，着力加强草原治理体系建设，
草原监测评价、草原保护、生态修复、
草业发展、执法监督、保障支撑等草
原治理“六大体系”初步形成。

我国是世界上草原面积最大的国
家，解决草原底数不清问题迫在眉睫。

为此，国家林草局组建专班编写
包括 13 项技术文件在内的《全国草
原监测评价工作手册》，在林草综合
监测框架下，首次开展草原基况监
测，完成外业监测样地2.9万个。累计
划定草原草班10万个、小班1900万
个，每个小班都有植被盖度、生产力、
植被碳储量等属性信息。2021年，草
原监测评价工作整体纳入到林草综

合监测中，实现林草一体化监测评
价，解决了长期以来草原底数不清问
题，为加强草原保护修复、提高草原
科学利用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有了草原底数监测的基础，我国
持续在草原资源保护上下功夫。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以组织实
施第二轮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抓
手，投入资金750亿元，全面开展草原
禁牧和草畜平衡，使近40亿亩草原得
到休养生息，重点天然草原超载率从
2017年的11.3%逐年下降到2020年
的10.09%，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原承载
压力，促进了农牧民增收。从2021年
开始，国家继续实施第三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政策补助标准不
变，覆盖草原面积进一步扩大，政策内
容进一步完善。监测结果显示，全国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从2011年的51%提
高到2020年的56.1%，鲜草产量达到
11亿吨。13个实施补奖政策省区的农
牧民人均每年得到补奖资金700元，
户均增加转移性收入近 1500 元。农
牧民的腰包鼓了，保护草原生态的意
识也在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国在草原生态修复上下
足了功夫。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生态稳中向
好，我国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已初见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落实中央资金
组织实施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草地
治理、退耕还草、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
助等草原生态修复工程项目，通过人
工种草、补播改良、围栏封育、黑土滩
治理、草原鼠虫害和毒害草防治等措
施开展退化草原保护修复，加快恢复
草原植被，草原生态服务功能和生产
能力显著提升。大力发展人工种草，提
高饲草供给能力，有效缓解天然草原
放牧压力。2021年全国完成种草改良
4600万亩，通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修
复措施，工程和政策实施区内草原植
被明显恢复，生态质量进一步提高。截
至 2021 年底，各地共完成人工种草
1888.35万亩、草原改良2766.4万亩，
完成全年任务量的 101%。在草原生
态修复工程的支持下，各地顺利推进
国土绿化种草改良任务的实施，促进
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现代牧业转
型升级。通过任务区内外监测对比，区
域内草原植被盖度比区域外高 7.10

个百分点，草群平均高度比工程区外
高7.12厘米，单位面积鲜草产量比工
程区外每公顷高4891.23千克。

近年来，九三学社中央整合多方
资源，在有关地方林草主管部门的配
合下，组织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与
生产力恢复”免耕补播科技示范试点
项目，取得明显成效。2021 年，国家
林草局联合九三学社中央印发《关于
大力推广免耕补播技术提升草生态
质量的通知》，积极推广免耕补播技
术，扩大试点规模，加强技术示范辐
射，促进草原科学修复。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草原生态和
文化功能？

2020 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了内
蒙古自治区敕勒川等39处全国首批
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名单，将
资源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区域生态
地位重要，生物多样性丰富，景观优
美，以及草原民族民俗历史文化特色
鲜明的草原纳入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建设，致力于打造一批草原旅游
景区、度假地和精品旅游线路，推动
草原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发展。

推动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

高山草甸。记者 格桑土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