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牢野生动植物“保护网”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甘孜
间 9036 个。“截至目前，未发现非法运
输、销售、食用野生动物制品行为。”

为野生动植物保驾护航，离不开政
策支持。自去年以来，随着《甘孜州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23
年重点工作任务》《甘孜州野生动植物
保护和管理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等刚性
政策的出台，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
筑起甘孜州多点发力保护生物物种多
样性的“网盾”。

如今，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在甘
孜州“安家落户”：国家Ⅰ级保护植物高
寒水韭集中分布区，极小种群枯鲁杜鹃
较大分布群，稻城攀蜥、康定攀蜥、新龙
攀蜥3种爬行动物，旱谷蛇藤植物新种
和尖齿卫矛极度濒危物种……

“目前，全州划定生态红线 6.96 万
平方公里，建成自然保护地5.54万平方
公里，均居全省第一。”甘孜州林草局党
委委员代学冬介绍。

加大救助 营造和谐生态

今年3月，石渠县林草局野保站接
收到石渠县真达派出所民警送来的一
只伤势严重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颈鹤。

在给黑颈鹤伤势进行简单处理后，
石渠县林草局野保站工作人员立即将
其送到洛须镇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站，并
第一时间派出兽医对其进行救治。在工
作人员的精心看护和饲养下，黑颈鹤身
体已完全康复。目前，石渠县林草局野
保站工作人员已将其放归大自然。

据了解，自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
来，甘孜州森林生态得到较好保护，各
类野生动物“出镜率”逐渐提高，野生动
物种群数量实现恢复性增长，野生动物
受伤情况时有发生，2023 年全州收容
救护受困受伤野生动物达74头。

野生动物救助，反映出一个地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进一步提升甘孜
州野生动物救助工作，今年 5 月，甘孜
州将第一所野生动物救助中心选址在
条件较为优越的泸定县二郎山区域。

“甘孜州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设立
了受伤动物观测区域，配备救护笼、救
护 药 品 、消 毒 物 品 、护 具 等 救 护 设
施。”代学冬介绍，救助中心建成后，
将为全州提供一个较为专业和便利的
救助场所。“接下来我们还拟在康北和
康南各建一所救助中心，让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络为更多野生动植物撑起

‘保护伞’。”
同时，甘孜州还在贡嘎山保护区建

成集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青
少年科普教育、公众教育、生物观光、贡
嘎山保护区对外宣传和对外交流为一
体的自然科学类主题博物馆——贡嘎
山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展示馆。

万物生灵是最好的见证，山川草木
是最美的注脚。如今，甘孜州已建成各
类自然保护地81个，其中，湿地公园16
个。越来越“宜居”的环境为野生动植物
生息繁育创造了良好条件。

万物相形而生，众生互惠而成，甘
孜州正以全力守护生物多样性之美，久
久为功，不断提高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能
力，构建起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卷。

转载自中国网

贡嘎山管理局生态护林员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在给黑颈鹤伤势进行简单处理。本栏图片均由州林草局提供

雪豹、猞猁、藏酋猴、藏原羚、水母雪兔子、红花绿绒蒿、毛瓣杓兰

……这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互联网、动植物园里才见得到的国家级保护

动植物，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却能在不经意间，与它们不期而遇。

甘孜，是全球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

之一，不仅保存有大量古老的生物类群，而且演化了众多新的物种，是

中国原生生态系统保留最完好、自然垂直带最完整以及全球温带生态

系统最具代表性的地区。监测数据显示，全州现有珍稀野生动物652

种、植物522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6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103种。是世界天然物种重要基因库，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之一。

丰富的资源，展现的不仅是丰厚的“家底”，也为保护与发展带来挑

战。近年来，甘孜藏族自治州立足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大力实施生

态立州战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通过加强巡护、强化监管、加大救

助等系列举措，不断织密织牢生物多样性“保护网”，为野生动植物繁衍

生息提供强有力保障。据统计，甘孜州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95%以上。

绿色低碳发展成就卓著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国家发
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具体看，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可再生能源装机
规模达到 16.53 亿千瓦，占总装机的
53.8%；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建成全

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资源
利用效率持续提高，2023 年我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碳排放强度较
2012年分别下降超过26%、35%，主要
资源产出率提高了60%以上；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与此同时，我国绿色转型仍然面
临着不少困难挑战。”上述负责人说，能
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环境约束
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化石能源和传统
产业占比仍然较高，生态环境质量稳中
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王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过程不能只用减排情景曲线
来表征，而应该是一系列目标、技术、资
金、政策等综合驱动的系统行动路线
图。意见提出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总体要
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有利于探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构建发
展转型新模式。

提出两个阶段目标

意见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
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

从目标看，意见提出两个阶段目
标。到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
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

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能力显著增强，
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支持绿
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
效。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
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
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美丽
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同
时，针对不同领域，意见提出量化工作
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
到 15 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提高到25%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
超过1.2亿千瓦；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
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 2020 年下降
9.5%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
到 45 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
2020年提高45%左右等。

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

意见部署哪些主要任务？国家发展
改革委负责人介绍，意见围绕 5 大领
域、3大环节，部署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

5大领域分别是：构建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快产

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传统产业绿
色低碳改造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
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化石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交通
运输绿色转型，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建
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推广低碳交通运
输工具；推进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
推行绿色规划建设方式，大力发展绿色
低碳建筑，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3大环节分别是：实施全面节约战
略，大力推进节能降碳增效，加强资源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推广绿色
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
大绿色消费；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技术研
发，开展创新示范推广。

“绿色低碳转型相关项目具有投资
周期长、效益较低、风险不确定等特征，
需要长期和稳定的转型规划、政策支
持，来帮助市场和行业形成稳定的预
期。”王毅说，针对这一问题，意见从财
税、融资、投资、价格、市场化、标准体系
等方面做了部署，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
系。在未来的工作进程中，应坚持问题
导向，加快推动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
精准落地和动态优化，有效激励经济社
会各主体开展绿色低碳的经济活动。

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
示，意见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文件。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统筹协调，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双控向碳
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制定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
制度，科学开展考核，加强评价考
核结果应用。

◎杜雨昕 范琴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顶层设计文件发布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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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是青藏高原的旅游旺季。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可能都有印象，
生长于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的高原
植物通常长得低矮。东部高寒草甸
绿草如茵，一望无际；中部和西部高
寒高原和荒漠化草原，植被稀疏却
尽收眼底。

高原植物，泛指生长在青藏高原
4000米以上的植物。它们的生长特性
与所处气候环境密不可分。青藏高原
气候特点是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风
大等，这些特点是所有高原植物必须
面对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许
多木本高原植物选择了“低调生长”。

高原植物比较低矮，一方面是因
为植物在低温条件下有效生长时间
有限，生物量累积不足；另一方面也
是植物对低温、强风等气候特性的适
应。比如青藏垫柳，如果不是它的花
的形态和种子“柳絮”无异于高大的
柳树，很难将平铺地面的青藏垫柳归
到柳属植物。此外，木本植物匍匐水
柏枝、香柏、团垫黄芪、垫状点地梅
等，都选择紧贴地表生长。东部高寒
草甸地区水热条件优越，植物生物量
积累也更多，植株依然矮小，如高山
嵩草、蕨麻、短穗兔耳草等。

虽然多数高原植物为了更好适
应低温和强风，会选择“低调生长”，

但也有塔黄、雪兔子等“另类”植物。
塔黄开花时，花序可高达2米，其变
态的叶子形成一个塔状的“大温
室”，保护花朵不被冻坏，并为传粉
昆虫创造舒适的传粉环境。云状雪
兔子、绵头雪兔子的花序密被厚厚
绒毛，防雨保温两不误。

除了低温，干旱是高原植物生
存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干旱，包括降
水不足的干旱和低温导致的生理干
旱，植物适应干旱的策略无非是“开
源”或“节流”。有些高原植物，如高
山嵩草、砂生槐，根系长达4—5米，
能吸收土壤深部的水分。红景天、景
天属和大戟属等植物种类，其肉质
化叶片和植株，具有较好的水分储
存功能，以备不时之需。

而“节流”的关键，就是防止水
分大量流失，特别是减少叶片的蒸
腾作用带来的水分散失。高原植物
中，胀果棘豆、驼绒藜等叶片和植株
密被绒毛，高原芥等植物的叶片形
成厚厚蜡质层，紫花针茅、羽柱针茅
等禾本科植物叶片内卷，都能有效
减少水分流失。

高原植物通过习性和形态等特
征的长期演化，才能适应高原特殊的
气候环境，但高原植物有效生长的时
间短、生长缓慢。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脆弱，一旦破坏，修复难度非常大。因
此，保护高原稀疏的植被，呵护高原
脆弱的生态系统，就是保护好我国乃
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转载自《人民日报》

植物在高原如何生长？

高原植物的生长特性与所处气
候环境密不可分，它们通过习性和形
态等特征的长期演化，才能适应高原
特殊的气候环境

◎杨永平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近日，
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境
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长江流域
水 生 生 物 资 源 及 生 境 状 况 公 报

（2023年）》。公报指出，近年来长江
水生生物资源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
势，以十年禁渔为重点的长江大保
护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是记者 12 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的消息。公报显示，长江水生
生物资源持续恢复，2023年长江干
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均值为 2.1
千克，比2022年上升16.7%；重要支
流监测点位单位捕捞量均值为 2.3
千克，比2022年上升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023 年长江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
227种，比2022年增加34种；监测到
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14种，
比2022年增加3种，新监测到滇池

金线鲃、细鳞裂腹鱼和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2023年长

江干支流水质评价总体为优，Ⅰ至
Ⅲ类水质断面占 98.5%，采砂和航
道整治等涉渔工程增量开发强度有
所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

受监测到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种类数仍相对较少、部分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水生野生动物数
量偏少，少数江段水体连通性较差、
岸线硬化度较高等因素制约，相关
水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偏低，珍
稀濒危物种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和沿江各地，压实地方政府
禁渔主体责任，做好退捕渔民安置
保障，保持执法高压严管态势，加强
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强化重要栖息
地修复，加强外来物种防治，多措并
举保护修复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总体恢复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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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渠县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记录到欧亚水獭捕食影像
甘孜日报讯 近日，西华师范大

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适应研究团队
在四川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科研监测时，发现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欧亚水獭的活动踪迹。
调查队员拍摄的视频中，一只成年
水獭嘴里叼着一条大鱼，在清澈的
河水中逆流而上，显得悠然自在。

欧亚水獭,食肉目鼬科水獭属
哺乳动物，其生存环境对河流水质
和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它们的出
现意味着石渠县河流湿地水质质
量较高，水生生态系统具备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和较高的环境稳定调
节能力。

据研究团队负责人介绍，保护
区野生动物名录中一直记载有水
獭，但团队过去三年的监测并未发
现其实体。这次在石渠县长沙贡玛
乡海拔 4300 米的扎曲河拍摄到水
獭捕食的清晰活动画面，不仅仅证
实了石渠县水獭的真实分布，而且
水獭作为河流淡水生态系统的顶级
捕食者，被称为健康水生环境的指
示物种，充分说明了石渠县河流湿
地生态系统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持续向好，更体现了四川长沙贡
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地
位和保护价值。

石渠县林业和草原局供稿
加强巡护 筑牢保护屏障

清晨，贡嘎山管理局生态护林员郑
笑傲和同事，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干粮、
水和无人机、对讲机、红外相机等巡护
装备向贡嘎山保护区走去，开始一天的
巡护工作。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巡查是否有人
上山盗伐林木、非法偷猎珍稀野生动
物。”郑笑傲从事护林工作已有4年。他
说，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409143.5公顷，每次管护他们都要徒步
10多公里。“作为护林员，守护这片山林
是我们的责任，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今年以来，甘孜州林草局持续推动
“林长制”发力，不断加大对国有林场、
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野生动物栖息
地监测密度和巡护频次，以水源地、野
生动物繁殖地为辐射面，全方位、无死
角地开展巡逻防控。

同时，甘孜州还注重横向联席，与
科研院所、森防机构、县级林业主管部
门、乡镇政府、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村
社开展联合巡查巡护。

“主要巡查巡护自然保护地、候鸟
迁徙地、湿地、河流等区域进行重点，确
保提早发现各类非法猎捕工具并及时
彻底清理，有效预防伤害野生动物行为
的发生。”甘孜州林草局野生动植物和
湿地保护科科长汤大彬说道。

为了让野生动植物保护落到实处，
甘孜州建立完善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巡
护、巡护员奖惩、举报奖励、社区共管、
野生动物保护横向联席“五项制度”，并
启动印刷出版《甘孜州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脊椎动物识别图册》。

值得一提的是，甘孜州还充分运用
高清视频监控、卫星遥感、红外相机等
数字化、智慧化技术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工作的深度融合，在野生动植物的重要
栖息地、鸟类迁徙地等关键区域安装监
控设备，并建立一个综合监测、识别、分
析平台，实现对野生动物生息、乱捕滥
猎以及破坏其栖息地情况的实时监控。

联合执法 形成监管合力

眼下正值野生动物活跃的时节。今
年6月，在色达县大章乡嘎志玛二村再
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
九龙县呷尔镇查尔村村民拍摄到疑似
老虎的野生动物，后经林草部门辨认，
初步认定是金钱豹……频繁现身的野
生动物，是甘孜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的生动例证。

伴随着各类珍稀树种和野生动物
随处可见，这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觊
觎目标。为严厉打击乱捕滥猎乱采滥
食，全面禁止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今
年 6 月，甘孜州林草局联合公安、市场
监管、网信、交通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
行动小组，开展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清风行动 2024”，严厉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捕获和交易行为。

“我们主要全面清除林区、野生动
物主要分布区、自然保护地等重点区域
内存在的捕鸟网、诱捕器、毒饵、铁夹等
猎捕物品，同时对农贸市场、餐馆、网络
交易平台、快递物流站等开展系统排
查。”汤大彬介绍，此次累计监督检查各
类场所314处，检查网店17228个、直播

理塘县格聂镇

提升人居环境整治质效
甘孜日报讯 为持续深入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不断巩固全镇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成果，连日来，理塘县格
聂镇不断在精细化整治上下功夫，
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发力，推动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效。深化
工作联动，凝聚治理“聚合力”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村“两委”
干部、党员干部等 60 余名骨干力
量，紧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脏、乱、差、污、堵、破”等难点堵点
问题，聚焦通村主干道沿线、房前屋
后等重点区域和广场、垃圾桶存放
点等重点场所，明确行动目标、夯实
责任。

突出重点环节，集中攻坚“提效
力”结合当前季节特点，集中对河
道、排水沟内的生产生活垃圾、淤泥
进行清理，确保排水畅通，同时对雨

后道路两旁的垃圾进行清理，防止
出现积水内涝，共计清理乱堆乱放
杂物5处，清理河道3公里。

健全长效机制，提升问题“解决
率”。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督导检查长
效监管机制，每月乡村振兴办组成工
作组对10个村进行集中摸底，对存
在的乱堆乱放、垃圾桶清理不及时等
问题开展摸排检查，将检查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督促各村及时认领问
题，并限期完成整改，坚决杜绝“整治
一阵风，过后又反弹”的现象，确保做
到全面整改到位、整改彻底。

下一步，理塘县格聂镇坚持问题
导向，压紧靠实责任，持续加大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力度，在整治清理
上下真功夫，在长效管护上做细文
章，不断刷新农村人居环境新面貌。

理塘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