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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甘孜州林长制办

公室印发了《甘孜州林长履职工作

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旨

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落实州委、州政府关于全面推

行林长制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

州、县、乡、村四级林长的履职行为，

强化林长责任落实，推动林长履职

见效。

《规范》分为总则、林长职责、履

职方式、保障措施、附则等 5 个部

分，明确了林长的主要职责包括制

定工作方案、落实保护发展责任、加

强巡林督查、依法治林管草、研究解

决重大问题等，履职方式包括开展

巡林、召开会议、专项督查、挂钩联

系。同时，对甘孜州森工集团及其子

公司林长的履职行为作出指导，实

现了林长责任的全面覆盖。

《规范》指出，各级林长要坚持

党政同责、属地负责，确保责任落实

到位；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针

对区域实际精准施策；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坚

持统筹协调、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强

大合力。

《规范》强调，各级林长要构建

权责清晰的工作体系，在组织领导、

部门协作、督查考核、宣传引导、工

作纪律等五个方面进一步提高认

识，深刻领会林长制工作的重要意

义；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工作流

程，提升工作效率；进一步强化措

施，积极主动作为，不断提升履职能

力，推动林长制改革走深走实。

彭克忠

我州印发林长履职工作规范

四川高质量建设“天府森林四库”

藏马鸡“做客”村庄

见证道孚生态之变

从警惕躲闪到“朝九晚五”的信任

密码

“以前它们听见人声就惊慌逃窜，

现在敢到晒青稞的院坝里啄食。”孔色

乡约尾村村民多吉冲姆翻出手机里的

视频，笑着回忆道，“每年大雪封山时，

我都在院里摆上食盆，藏马鸡从最初

的二三十只增加到三百多只，像‘上班

打卡’一样准时，甚至会用爪子轻叩木

门讨食。”多吉冲姆一家祖孙三代守护

藏马鸡的故事，也让她家成了远近闻

名的“网红打卡点”。

这份人鸟和谐的背后，是道孚县

持续的生态保护行动。“道孚县‘润道

有声’宣讲团通过长期宣讲，让保护野

生动植物意识深入人心。”孔色乡党委

书记洛桑尼玛称。约尾村村民自发组

建护鸟队，秋收后家家户户留足青稞

穗，冬季轮流在草甸撒粮，用实际行动

为藏马鸡等野生动物提供生存保障。

如今，藏马鸡不再只在冬季下山，春夏

季也常现身村落花海，与村民成为“老

朋友”。它们的频繁现身，正是道孚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从生态修复到生物多样性的链式

反应

盛夏的道坞湿地公园，湖岸水草

丰茂，湖面碧波荡漾，野鸭嬉戏，各种

飞鸟环湖而居，栈道上游客络绎不绝。

可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荒郊土坡、污泥

浊水的“闹心地”，如今已成为道孚县

城的“城市绿肺”与热门打卡地。

随着“鲜水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

“道孚县雅砻江中上游高原湿地水源涵

养与高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护”等重点

项目完工，道孚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县域森林覆盖率从34.2%跃

升至43.3%，草原盖度达85%；泰宁玉科

省级自然保护区、亿比措省级湿地保护

区构筑起坚实生态屏障；道坞湿地公园

越冬候鸟超20种、1000余只，绝迹10

年的芒苞草重现，1000余份杨树、云杉

种质资源在康巴高原杨树云杉国家林

木种质资源库得到妥善保存。

道孚县将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协

同推进的实践，为高原地区生态建设提

供了宝贵经验。“力争在‘十五五’期间，

组建中国青藏高原杨树研究中心、建成

道孚县野生动物救助站、建设道孚县植

物研学基地。”谈到生态发展前景，道孚

县林草局负责人古自成信心满满。

6月的川西高原，万亩草甸

花开如海。20余只藏马鸡漫步其

间，黑白分明的羽毛在阳光下泛

着金属光泽，鲜红的脸颊如玛瑙

般夺目。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曾长期隐匿深山，如今却在道孚

县的村庄周边的草甸上悠闲踱

步、啄食，与牧人、帐篷、炊烟共

同构成一幅高原生态画卷。

◎何晓红 泽机翁姆 文/图

道坞湿地公园内的赤麻鸭。

藏马鸡悠然踱步在村庄周边的草甸上觅食。

给废塑料“做体检”
我国科学家破解混合废塑料回收难题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魏梦佳）

塑料制品在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

但大多数塑料不易分解，导致废弃

塑料难处理难回收，长期滞留于自

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成为环境治

理难题。我国科学家采用核磁共振

技术给混合废塑料“做体检”，以识

别塑料内部关键化学结构，从而为

其“定制”催化转化方案，将其变废

为宝，转化为多种高附加值化学品，

这为塑料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

开辟了新路径。这一研究成果25日

晚在《自然》杂志发表。

塑料制品广泛应用于包装、家

居、汽车、电子产品等各行业。生活

中的塑料垃圾往往是五花八门混杂

在一起，较难回收处理。除了少量废

塑料可通过人工单独分拣、能被较

好回收外，大部分混合废塑料需通

过复杂分拣过程，费时费力、成本较

高。回收产品多为一些低附加值的

燃气燃油等，经济效益有限。

北京大学马丁教授团队联合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用

核磁共振技术对混合废塑料中的各

种关键化学结构和成分进行识别，

根据其不同化学特性，为不同批次

的混合废塑料设计“化学反应”方

案，再采用有针对性的催化剂，高效

制备出了苯甲酸、乳酸、双酚 A、丙

氨酸等多种重要化工原料，大幅提

升了废塑料资源化的经济性和环境

效益。

据悉，通过这种新方法，生活和

工业中产生的复杂混合废塑料，如

餐盒、包装袋、快递袋、纺织材料等，

不需经过复杂且效率低下的分类和

分拣过程，全都可混合处理。“过去

塑料回收需要‘挑品种’，比如泡沫

塑料、纺织品、农用地膜、包装膜等，

现在通过新方法可以‘混着来’，不

挑品种，还能产出高价值化学品。”

马丁说。

《自然》杂志同期发文评论称

“该成果是解决全球年产海量塑料

问题的重要进展”。

马丁表示，塑料结构中存在高度

有序的碳氢结构，应作为重要资源加

以利用，实现其中碳氢资源的高附加

值转化。“我们希望在减轻环境污染

的同时，还能帮助减少对化石燃料的

依赖，为国家减碳作出贡献。”

提质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四川有“千河之省”之称，是长江上

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

水源补给区。聚焦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

程和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四川持续发

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晨雾未散，雅安市雨城区周公山

镇的山道上已响起脚步声。林业员张

杰与村级林长张平福踩着露水巡林，

目光掠过青衣江支流周公河两岸的茂

密竹林。“过去，这季节河水早该断流，

现在还能保持两米水深，全靠这片林

子。”雨城区120万亩森林如同巨型海

绵，印证着“山上多栽树 等于修水库”

的生态密码。

在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带，四川以

“外科手术式”精准修复重构山河肌理，

筑牢“绿色水塔”。规划到2030年，全省

森林面积达到2.65亿亩，天然林、公益

林等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得到有

效保护，涵养水源、水土保持能力大幅

提升；全省森林固土能力超过3.5亿吨，

森林蓄水能力达1000亿立方米以上，

建成千亿立方米的“天府森林水库”。

以“绿”为笔、以“水”为墨，从上游

到沿岸，美丽四川的生态底色正愈发

鲜亮。在成都市东部，一颗“绿色心

脏”怦然跳动，为这座超大型城市注入

低碳动能。在总面积1275平方公里的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智能碳表监测

仪正记录着树木的“呼吸节奏”。一枝

一叶间，一场森林提质行动悄然进行：

过密的柏木纯林被科学间伐，补种楠

木、青冈等兼具固碳、防火等功能的乡

土适生树种，最终形成树木密度、树种

结构合理、固碳增汇效率最大化的异

龄复层混交林。

“原先每亩植株在 140 棵以上的

柏木纯林，碳汇效率仅相当于改良后

的1/3。”项目负责人焦志超介绍，经评

估，公园总碳储量264.89万吨，每公顷

平均储存 70 吨碳。同时，林下同步种

植藿香、黄芪、党参等中药材，增加单

位面积林地收益。

建设“天府森林碳库”，四川正持

续蓄能，全省碳库建设呈现矩阵式突

破：雅安宝兴，生态修复植绿增汇；眉

山洪雅，森林抚育打造高效碳库；阿坝

红原，解锁碳汇交易，唤醒森林碳汇

“变现”潜力……围绕“扩、增、固、产”，

四川持续巩固存量、提升质量、做足增

量，“天府森林碳库”日渐丰盈。

兴业
激活“钱粮双库”强劲动能

初夏的金堂县龚家村，绿意正浓。

69岁的李齐安手拿一把枯枝从油橄榄

树林钻出来：“这些枯枝都长有虫卵，

要及时清理。”种植油橄榄11年，李齐

安在龚家村拥有约600亩、近2万株油

橄榄树。对他来说，园子今年产量不

错，差不多可收100多吨鲜果，按照每

公斤8元收购价，将有近百万元收入。

“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2009年，远道而来的西班牙油橄榄品

种落地生根。截至目前，金堂县累计发

展油橄榄7万多亩，建成3条现代化生

产线，年产橄榄油超千吨，带动综合产

值突破5亿元。

转身远望，攀枝花仁和区白拉古

村，板栗树迎来花期，幼小果实正在孕

育。林下套种的魔芋破土而出，赤松茸

在腐殖层间舒展菌伞，立体种养模式

让林地每亩产值提升近40%。

一片森林蕴藏着多少可能？当内

江油茶、宁南核桃、长宁竹笋等林间美

味走上餐桌，四川正以“8+3”林粮体系

构建大食物观。截至目前，四川新增林

粮经营面积近 200 万亩，总面积突破

8100 万亩，产值达 1700 亿元。山野

间，一派新“丰景”悄然呈现。宜宾兴

文竹产业园内，机械轰鸣昼夜不息。竹

片经自动化生产线化为环保餐具、竹

纤维板材，全国首个竹日用品交易中

心陈列着万余种创新产品。这个瞄准

“西部竹都”的县城，正打造全国最大

竹浆模塑基地，预计2027年产值将突

破 150 亿元。一根竹子，撬动产业发

展的巨大“钱”景。“目前，四川竹产业

综合实力已迈入全国第一方阵。”四川

省林草局产业处相关负责人透露。从

2018 年起，四川持续制订 5 年发展计

划、3年提升行动，并全面完成目标。目

前，四川竹林面积、竹产业产值均位居

全国前列，建成全国最大竹浆纸集聚

发展区，形成以竹浆纸、竹食品和竹文

旅为鲜明特色的产业体系。“产业驱

动+生态赋能”，巍巍青山化身座座“金

山”。藏粮于林，摇钱于树。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天府

之国用实践证明：守护绿水青山，就是

培育永不枯竭的“绿色银行”。

利民
绘就生态福祉普惠画卷

初夏，大熊猫国家公园老河沟片

区，翠色轻盈，山风散去浮热，只觉清

凉。高川乡福寿村村民强清贵正拿起

讲解图，向进入片区的访客细数野生

动物迁徙的路线，辨识野生动植物，宣

传保护政策。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禁止

任何生产经营行为，为协调保护与发

展间的矛盾，2023年，老河沟片区推出

生态导赏员机制。经过培训的村民农

闲时接受访客预约，最多一次能带9名

访客沿着6条原始沟系体验森林秘境。

至今，已有138名村民完成培训，上岗

成为生态导赏员。“保护红线划得出，

更要守得住，让村民深度参与全民共

管，才是可持续保护的生命线。”老河

沟片区负责人马剑说。生态导赏员制

度推行 2 年来，村民已累计带队近

3000次，获得直接收入近50万元，并

通过组织采摘、农事体验及助销山货

等持续增收。生态导赏员成为当地兼

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活力的新职业。从

理念到行动，从蓝图到现实。四川“天

府森林四库”建设始终聚焦“民之关

切”，守住绿水青山的生态底线，拓展

金山银山的发展空间。巴山蜀水的万

千林木，正成为守护家国的绿色屏障，

化作惠及民生的幸福源泉。

转载自《中国绿色时报》

四川省作为长江黄河上游生
态屏障的守护者，坚持“三绿”并
举、“四库”联动，以“提质、兴业、
富民”为主线，高水平建设“天府
森林四库”，以提升森林四大功能
为绿色发展目标，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探索“两山”转化路径。

夏天气温上升，昆虫进入活跃期。

很多人发现，身穿鲜亮的黄色或绿色

衣服走在街头时，常有小飞虫围绕身

边。有人会好奇，为什么这些颜色的衣

服更容易招引小飞虫呢？避开或减少

它们的侵扰，穿啥颜色的衣服好？

想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科学道

理，我们首先要了解两个概念：昆虫的

“趋色性”和“趋光性”。

在昆虫的世界里，颜色和光对它们

有着神奇的吸引力。自然界中，昆虫对

光照、温度、湿度和化学物质等外部刺

激作出的喜好或厌恶的反应，被称为昆

虫的“趋性”，趋性在它们觅食、求偶、选

择栖息环境和躲避敌害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昆虫对颜色的趋性称为“趋色

性”，对光源的趋性称为“趋光性”。

不同种类的昆虫，对颜色有不同

偏好。总体来说，研究表明，黄色、绿色

得到大多数昆虫的“偏爱”。同时，饱和

度越高的颜色，越容易招引昆虫，如穿

饱和度高的明黄色衣服，会比穿饱和

度低的浅黄色衣服更易招引昆虫。

昆虫之所以能敏锐感知颜色，主要

是依靠它们复杂的视觉系统。多数昆虫

的视觉系统由复眼和单眼组成，昆虫对

颜色和光的感知更多依靠复眼。复眼由

许多小眼组成，每一个小眼都是独立的

成像系统，相当于一台“照相机”。一般

来说，小眼数量越多，昆虫的视觉感知

越清晰。当昆虫的视觉系统接收到光信

号后，这些信号会被传输到视觉神经中

枢，经过一系列加工、整合，就会触发昆

虫对不同颜色的反应。这种反应机制，

使昆虫能迅速做出趋近或避开的行为。

怎样才能避开或减少飞虫侵扰

呢？户外活动时，避免穿着饱和度高的

黄色或绿色的衣服，可以佩戴护目镜，

使用驱虫剂或防虫喷雾等。

转载自《人民日报》

穿什么颜色更易招引飞虫？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黄色、绿色得到大多数昆虫的“偏

爱”，饱和度越高的颜色，越容易招引昆虫

◎石娟

晒太阳、吃草、奔跑……近日，

笔者在白玉县安孜乡下村开展工作

途中，利用无人机捕捉到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白唇鹿群的珍贵活动

影像。这群“小精灵”在安孜乡欧曲

河畔悠然喝完河水后，惬意地躺在

草地上享受着日光浴。此时察觉到

异动的白唇鹿，瞬间收起慵懒，迅速

起身，眨眼间便消失在树林里。

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它是中国特有鹿种，主要分布在

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高山草原

地区，为典型的高寒物种。因嘴唇的

周围和下颌为白色，故名“白唇鹿”。

近年来，随着白玉县生态保护

力度不断加码，白唇鹿等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明显增加、活动范围不断

扩大。图为正在惬意地躺在草地上

享受着日光浴的鹿群。

泽村多吉 增志 友珍摄影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

日 发 布 新 版 GB 12021.2—2025

《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6月1

日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自 1989 年首次制定以

来，本次修订为第五次修订。修订后

的电冰箱能效国家标准进一步扩大

了适用范围，覆盖了电机驱动压缩

式家用电冰箱以及容积小于或等于

60升的半导体制冷器具；提升了电

冰箱各能效等级的指标要求及耗电

量限定值准入门槛，大幅减少了电

冰箱的耗电量；新增了容积利用率

要求，规范电冰箱产品的有效容积，

促进企业采用高性能、小体积化绝

热材料；增加了智能电网信号响应

能力等要求，推动电冰箱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

以500升对开门的两门冰箱为

例，现行标准中能效一级综合耗电

要求 0.92 度/天，新标准中将降到

0.55度/天，电耗下降40%。据测算，

标准的有效实施将为我国带来每年

约130亿度电的节能效益。

转载自《人民日报》

家用电冰箱能效国家标准更新
推动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