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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底色 书写绿色答卷
—今年以来我区林草资源保护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超 赵书彬 李梅英 张猛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系 统 年 碳 汇 总 量 占

全 国 的 8% 至 16% ，已 率 先 整 体 实 现 碳

中 和 。 今 年 以 来 ，我 区 以 林 长 制 为 抓

手，强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构建林草

资 源 保 护 发 展 新 格 局 ，推 动 提 升 全 区

林 草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水

平 。 截 至 目 前 ，落 实 各 类 林 草 生 态 保

护修复资金 53.21 亿元，为我区林草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提 供 了 资

金保障。

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工作

“我特意在飞机降落前看了一下拉

萨城，感觉绿油油一片，充满生机，跟十

年前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中央电视台节

目主持人撒贝宁说。

西藏大学副校长、生态环境学院教

授方江平介绍，今年的雨水整体充沛，而

且这样的变化和这几年实施的一些绿化

工程是直接相关的。

“拉样方框，对这一块的植物群落进

行一个简单的调查”“我们做南北山绿化

的时候，主要着重于水分的保持”……西

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学生们发挥所学

知识，为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贡献着青

春力量。

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工作。2023 年度，全区营造林

任务为 120万亩，通过全力推进拉萨南北

山造林绿化工程，有序推进实施“双重”

规划营造林等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

营造林 79.97万亩，其余 45万亩封山育林

任务将于近期完成。

今年以来，我区严格落实自治区关

于草原保护修复工作的批示精神，组织

实施了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试验示范项

目，截至目前，已完成基建任务。2023 年

度，全区草原修复治理任务为 500 万亩，

现已完成 559.13 万亩，超额完成 11.8%；

实现草原碳汇首单交易 130万元；完成荒

漠化治理建设任务 3.17 万亩；加强色林

错等重要湿地的保护与恢复，组织实施

麦地卡等 4 个国际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

偿，改善湿地生态质量。

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2018 年开始，我区启动极高海拔生

态搬迁，将海拔 4800 米以上的牧民搬迁

至低海拔地区生活。这一举措不仅提高

了极高海拔地区群众的生活质量，还改

善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西藏生长着

9600 多种野生植物，活跃着 217 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江河湖泊水质

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域标准，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高原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成效显著。

自治区林草局副局长宗嘎介绍，目

前，全区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97

处，面积达 41.4 万平方公里，这些保护地

涵盖了我区的冰川雪山江河源头、湖泊

湿地、草原草甸和森林灌丛以及国家重

点保护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推进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国家

林草局批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

划（2022—2030 年）》，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唐北区域）管护体系、本底资源监测、宣

传教育、生态保护修复等保护建设工作

正加紧开展，选聘 5875 名农牧民生态管

护员，开展唐北区域巡护、检查、监测等

日常工作。

全力推进林长制工作

目前，那曲市比如县已全面完成县

乡村三级林长设立工作，共设立县级总

林长 1 名、副总林长 1 名、林长 31 名，乡

级林长 20 名，村级林长 350 名；专业管

护员 20 名、护林员 870 名，护林员实现

巡林护林全覆盖，确定林长制工作成员

单位 24 家。

同时，比如县持续广泛开展“四旁”

植树工作，实施“两江四河”造林绿化与

综合整治。2023 年，义务植树 1.08 万株，

“四旁”植树补植补造 1.18 万余株，扦插

高山柳 2 万余株。积极参与拉萨南北山

造林绿化工程，组织人员于今年 6月前往

全县各大果圆柏重点区域采收种子，共

采收种子 3000斤。

此外，全面加强巡护巡山工作。比

如县各乡镇对重点领域加派巡山护林

员，加大巡山护林力度，确保森林防火安

全。上半年，各乡镇共开展巡山 1000 余

次，清理可燃物、垃圾 2 吨左右。加大督

促检查力度，组织人员到各乡镇、公益林

管护站督导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23 次，要

求对发现的问题做到立行立改，截至目

前，全县没有发生森林火灾。

今年以来，我区印发了《西藏自治

区林长工作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

林长履职尽责。落实“林长+检察长+警

长”协作机制，公安机关受理涉林草刑

事案件 24 起，检察机关处理涉林草公益

诉讼线索 3 条。相关部门联合拟定《关

于建立“林长+森林草原防灭火”协作机

制的意见》（初稿），规定各级林长包联

和直接责任区，对七市地开展林长制督

查，有序推进林草重点工作。举办专题

培训班，提高林长和林草资源管护人员

工作能力。

严守林草生态保护红线

“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宽松软’，违法违规建设禁而不绝。”

这是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的意见之一。

面对这一问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强

化完善制度建设，制定《西藏自治区生态

环境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细则

（试行）》，制定“一单两库”（随机抽查事项

清单、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执法人员名

录库）推动环境监管执法。将“双随机”工

作同全年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紧密结

合，确保各项工作按时保质落到实处。

同时，牵头相关部门，以专项行动为

依托，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充分利

用“双随机”检查部门联合执法等方式，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 3765 家

次，其中，对一般排污单位检查 1929 家

次、对重点排污单位检查 462 家次、对特

殊监管对象检查 16 家次、对其他执法事

项监管检查 1358 家次；开展跨部门联合

执法检查 370家次。

今年以来，我区印发了《西藏自治区

林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施办法

（试行）》《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行政处

罚裁量权指导基准（试行）》。全力推动

2022 年森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完

成 2023年移交图斑自查工作。与国家林

草局驻成都专员办联合挂牌督办 3 批 5

个重点案件。基本完成全区 2023年林草

生态综合监测工作。完成 2022年度草原

变化图斑自查工作 5567 个和 2023 年度

草原变化图斑自查工作 1723个。积极推

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共 6 项整改任务，21 条整改措施，其中 4

项已完成，16条整改措施已报备销号。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结县紧紧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绿色发展

试验地、自然保护样板地、生态富民

先行地，持续加强资源管护，不断扩

大巩固防沙治沙成果，持续推进造

林绿化工作。

自 2014 年起，定结县启动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补助试点项目，开

展防沙治沙改善生态实践工作。

据了解，定结县结合全县林业

发展现状，始终坚持以县域南部陈

塘林区和全县灌木林资源为依托，

以防沙治沙等生态建设为主题，以

加强后续管理为重点，切实把握造

林、防沙治沙规划设计、苗木发放、

植物检疫、栽植技术指导和抚育管

理等各个环节；正确处理质量与数

量、造林与后续经营的关系，始终坚

持“三分造、七分管”原则，严格落实

保护优先、重点治理、因地制宜、宜

草则草、宜灌则灌；通过大力实施草

方格沙障、石方格、砾石压沙、封沙

育林、人工造林等，做到造一片、活

一片、成一片。基本形成了封、播、

造相结合，乔、灌、草相结合，带、网、

片相结合，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

统一的多功能、多效益的综合防风

固沙体系。

据统计，近五年来，定结县叶如

藏 布 河 流 域 完 成 人 工 治 沙 造 林

455.9 公顷，封沙育林 8903.2 公顷，砾

石 压 沙 420.66 公 顷 ，草 方 格 沙 障

236.11 公顷，人工种草 1460.68 公顷，

挡沙堤 6 公里。通过实施防沙治沙

改善生态实践项目，该区域生态系

统整体稳定，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

势，流动沙丘现已基本固定、极重度

沙化土地向重度或中度沙化转化，

由 治 理 前 的 8%左 右 提 高 到 70%左

右，改善了公路沿线、城镇、村庄、农

田 等 居 民 集 中 居 住 地 生 产 生 活 环

境，全面推进造林绿化和防沙治沙

工作蓬勃发展。

此外，定结县在“造”上下功夫，

增加绿化总量。全县防沙治沙、国

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点项目成效

显著。

昌都市四面环山，包裹在一片绿色

中。走在昌都市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干

净整洁是人们对昌都的第一印象。

“以前都是土房，道路泥泞。再看看

现在，在昌都甚至见不到垃圾。”昌都市

市民扎西次仁说。

近年来，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认真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提升群众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今年以来，昌都市环境质量优良天

数达 243 天，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已完成

30 项 ，成 功 创 建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县 区 4

个 、示 范 乡 镇 67 个 、示 范 村 居 673 个 。

截至 2022 年底，昌都市 138 个乡镇已建

成生活垃圾填埋场 36 座、转运站 29 座、

日 处 理 量 达 547.56 吨 ，日 转 运 能 力 达

210.2 吨。投入资金 7.11 亿余元，逐步形

成以“乡镇生活垃圾填埋方式综合道路

条件、运输距离等因素，合理选择卫生

填埋或转运，原则上以 50 公里为半径，

50 公里以内以收运为主，50 公里以外合

理布局建设乡镇填理场”的生活垃圾处

理模式。

“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日常

生活。因此，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我

们要下十成力，从多个方面做持续性建

设。”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加永斯

郎说。

昌都市通过发展清洁能源、节能技

术和污染治理技术来降低污染物排放，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和倡导低碳交

通出行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此外，利

用生态环境宣传月等时间节点进行宣

传，着力提升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自 2019 年 12 月任职以来，加永斯郎

虽然在生态环境局任职不到 4 年，但是

在昌都生活了 46 年，昌都的环境变化他

是看在眼里的。

昌都海拔适中，加上植被丰富，形成

了“夏天不晒，冬天不冷”的宜人气候，很

适合定居。

“昌都是川藏必经路线，很多游客

为了适应高反，都会选择在昌都住上几

日，这为昌都的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契

机，让很多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加永斯郎说。

康海强是一名在昌都市生态环境局

工作了 10年的老员工，他深知，要想推动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从自己做

起、从小事做起。因此，他会随手捡起路

上的垃圾，在外面吃饭从来不使用一次

性餐具，外出购物自己带袋子等。

“青山绿水，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

的愿望，而且是我们每一代人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行为可以给别人带来积极

影 响 ，调 动 群 众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积 极

性。”康海强说。

昌都环境的巨变，成为群众津津乐

道的美谈。群众环保意识越来越高，昌

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了……

“时代的快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

不可避免的，因此，环境保护显得尤为

重要。将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是

我们分内之事。”加永斯郎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生态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森林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说起西藏，许多人想到的大多是雪山冰川、戈壁

草原，鲜少有人会联想到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

而林芝，不仅有森林，还是我国第三大林区。

林芝市现有林地面积 657.44 万公顷，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 47.66%，森林蓄积量达 14.09 亿立方

米。作为集中了西藏 80%森林的城市，林芝对于

森林资源的保护是极其重视的。其中，林芝市生

态管护岗位的工作者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年逾 70 的林芝市米林县丹娘乡鲁霞沟管护

站生态护林员白玛次仁，曾于 2021 年荣获全国

“最美生态护林员”称号。

“24 小时”“365 天”“6 双鞋”，几个数字概括了

白玛次仁简单却不普通的护林员生活。白玛次

仁的“24 小时”是不间断值守在鲁霞沟里的 24 小

时，“365 天”是全年都设卡扎营住在鲁霞沟的 365

天。而那“6 双鞋”，则出自白玛次仁的妻子巴吉

对她丈夫“浪费”的“埋怨”——“自从当了护林

员 ，他 每 年 平 均 要 穿 坏 五 六 双 鞋 子 。”虽 是“ 埋

怨”，但说这话时，巴吉向上翘起的嘴角，谁都看

得清楚。

“护林员虽然不是什么官，但责任不小。”白

玛次仁说。从上任起，他便肩负起了这重重的责

任——认真细致地调查了解山情、林情和民情，

坚持每天巡山查林，跑遍辖区的每一条山梁、每一道山沟、每一片林地。巡护

路上花草树木的“土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护林员的工作可不单单只有体力活。在刚当上护林员的那段日子，白玛

次仁还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勤奋好学好好地“恶补”了林业政策法规和林业工作

的基本内容。之后，他凭借着对政策法规和林业工作内容的熟稔，又肩负起了

护林宣传工作。

不管是专门走一趟的宣传工作，还是偶遇村民拉家常，白玛次仁总是会

认真为大家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在白玛次仁的影响下，鲁霞村村

民爱林护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明显提高，营造了保护森林资源、严禁破

坏、护林防火、警钟长鸣的浓厚氛围，为护林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群众基础。

一片赤诚一片绿。在白玛次仁和众多其他护林员的守护下，如今的鲁霞

沟绿意盎然、景色宜人。

在林芝，像白玛次仁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 3000 多人，另有群众护林员

12 万余人。质朴辛勤的“白玛次仁们”跋涉于密林、巡护于山野，为守护绿水

青山奉献青春，为保护盎然绿意倾注心血。

林芝市充分发挥 12 万余名群众生态管护员作用，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

资源行为。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群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人人争做美

丽家乡的建设者和保护者。

2022 年 11 月，林芝获授新一批“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成为目前我区首个

获此殊荣的城市。而这，也是对像白玛次仁一样的林芝市生态岗位工作者辛

勤劳动的最大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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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定结县

全面推进防沙治沙和造林绿化工作

生态“好颜值” 经济“高价值”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深入推进强生态惠民生工作

本报记者 平措郎加 贡秋曲措

近年来，日喀则市吉隆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盘活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种

植养殖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图为日喀则市吉隆县热玛村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包装种

植的灵芝。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近年来，拉萨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市环境质量更好、自然生态更

美、绿色发展更优、人民群众更满意。

图为拉萨河达孜区段。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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