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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林芝草木葱茏，天刚微微

亮，59 岁的护林员多布杰穿好绿色护

林员制服，背上糌粑和水壶，走进比

邻 村 岗 赞 山 中 ，开 启 他 一 天 的 巡 山

工作。

“我从小生活在村子里，这片山

林我很熟悉。看到林子里的树木越

来越多，草木长得非常茂盛，我觉得

特别欣慰。”多布杰脸上露出笑容。

以林为伴，与山为友，日复一日

穿梭在山林间，多布杰用自己无限的

热忱守护着岗赞山的一草一木。

“以前，我的家庭十分困难，三个

小孩上学读书，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一家人生活压力很大。”多布杰说。

2018 年 ，经 比 邻 村 村 民 大 会 表

决，多布杰成为了一名生态岗位护林

员，每年有了稳定的收入。“巡山时，我

会重点检查有没有打猎、放火、砍伐林

木等情况。”多布杰说。

每月坚持巡护至少 20 天，每次巡

护十几公里。春秋两季，多布杰每天

早上六点开始巡山。每逢重要节日，

多布杰早上四五点就要出门，在巡山

的同时还会积极给上山的村民宣传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

在多布杰的影响下，村民的环保

意识越来越强。“以前大家上山挖虫

草都会就地生火做饭，现在大家都带

糌粑或者饼子，不会在山上生火，以

免 发 生 火 灾 。”比 邻 村 村 民 索 朗 查

果说。

自担任护林员以来，多布杰走遍

了责任护林区，对林区的地形地貌、

资源状况了然于胸，期间共处置火灾

隐患 20 多起，责任区内未发生过一起

破坏森林案件。

多布杰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护林

工作，还积极带头参与比邻村“污染

防治攻坚战”“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专

项攻坚行动”等，有效改善基层人居

环境“脏乱差”现象，为比邻村“十小

进农家”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父亲的影响下，多布杰的二女

儿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

名乡村振兴专干。在工作之余，她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宣传给身边的

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环

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如今，多布杰的孩子们相继从学

校毕业，家庭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

他仍然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在护林岗

位上。“好生态才能给我们带来好生

活，我会管护好这片山林，不辜负大

家对我的信任。”多布杰说。

林芝市朗县比邻村护林员多布杰：

“好生态才能带来好生活”
本报记者 胡文 本报通讯员 洛松江泽

为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效，

巩固整治成果，今年以来，昌都市八宿县邦达镇

党委、政府精心部署、统一谋划，邦达镇驻村工作

临时党支部协同各驻村工作队多措并举、带头示

范，深入推进邦达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

走实。

一大早，在昌都市八宿县邦达镇同尼村驻村

工作队组织下，十余名身穿红色马甲的村民代表

来到同尼村党群活动中心，他们拿着各种清洁工

具，开始了新一轮的卫生大扫除活动。

沿着国道 318 线，大家利用手中的扫帚、簸

箕，对路面、沟渠等地的垃圾、枯枝腐叶、碎石等

进行了集中清理。在清理卫生的同时，村民们还

向周边农牧民群众、过往游客宣传文明共享的理

念，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和保持全镇环境卫

生，共同缔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

像这样的卫生大扫除活动，同尼村每周都会

开 展 。 大 家 用 辛 勤 的 劳 动 换 来 整 洁 干 净 的 环

境。不仅是同尼村，邦达镇全镇上下都在持续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在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邦达镇聚

焦重点环节，从细处着眼、从小处着手，集中力量

对国道两侧的旅游垃圾、项目施工工地的建筑垃

圾、农牧民群众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的杂物、公共

厕所周边垃圾、景区景点垃圾、河道及两侧垃圾

等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清理整理，重点对残垣断

壁、废弃板房、私搭乱建等区域进行拆除平整，竭

力营造舒适美观、干净整洁的辖区环境。

目前，邦达镇已修建 318 国道两旁村级围墙

1190 米，完成邦达村活动场所周边地面平整硬化

面积约 700 平方米，完成“72 拐”路旁简易厕所美

化 211.7平方米。

走进邦达镇邦达村党群活动中心，地面干净

整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确保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见实效、见长效，邦达镇政府组织人员专门成立人居环境专项督查领导小

组，结合各村实际，采取“一村一册”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模式，要求各村限期逐项

整改，切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完成好。

同时，邦达镇组织人员持续开展爱国卫生系列宣传活动，依托微信公众号、

悬挂横幅、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页等“线上+线下”的方式，引导群众增强

文明意识、卫生意识、环境意识，提高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爱护的浓厚氛围。

据统计，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邦达镇共投入环境综合整治专项

经费 50 余万元，发动党员干部 1300 余人次、农牧民群众 4000 余人次，拆除私搭

乱建 16 处，整治违规汽修店、加水点 12 个，处置弃渣弃土 8 处，清理占道广告牌、

破损广告牌 47 个，清除各类“牛皮癣”30 余处，全镇和美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新

成效。

邦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聚焦重点区域持续发力，常态化进行集

中治理和长效管护，让辖区增“颜值”、提“气质”、升“品质”，不断提升辖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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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措美县

兑现 2024年草补奖励资金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 通

讯员 欧珠）为确保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及时足额准确发

放到户，山南市措美县农业农村局组

织工作人员对全县参加草奖的 3401

户进行资金测算、基础数据公示、信

息采集、数据核对，确保数据无误和

资金发放的公正性、透明度。

据悉，截至目前，措美县以“一卡

通”方式，已完成兑现符合草畜平衡

要求的 2380 户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资

金 805.96万元，其中，禁牧和草畜平衡

奖励资金 793.01 万元、草原监督员工

资 12.95万元。

措美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草原生

态环境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有

效提高了农牧民群众保护草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引导群众更加注重草

原的科学利用和管理，实现了基层农

民群众“生态饭”越吃越好、越吃越香。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日。

今年我国确定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当天，

我区各市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让群

众进一步了解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群众环境保

护意识，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美好家园。

守 护 大 自 然
环 保 在 行 动

▶ 日 喀 则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邀 请 桑 珠 孜 区

城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干 部

群 众 到 日 喀 则 市 污 水

处理厂参观。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本报通讯员王佳洁摄

“山绿了！”

问起拉萨老百姓对环境的变化，

一句“山绿了”表达了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拉萨地处狭长的河谷地带，拉萨

河穿城而过，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南山

和北山。在布达拉宫的正南方，绿色

的南山与市区隔水相望，错落有致的

高矮灌木郁郁葱葱，绿茵道上市民游

客漫步其间，共享碧波荡漾、鸟语花香

的自然之美。

难以想象，1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岩石裸露的荒山。“缺林少绿、荒山

秃岭，每天看着光秃秃的山，心情都不

好了。”拉萨市民曲珍回忆说。

为遏制草地退化、土地沙化，改善

居民生活环境，2012 年，拉萨市启动南

山造林绿化工程，通过植树播绿，5 年

间 昔 日 荒 山 建 成 了 拉 萨 南 山 公 园 。

2021 年开始，西藏实施拉萨南北山绿

化 工 程 ，计 划 用 10 年 完 成 营 造 林

206.72 万亩，将拉萨打造成为青山拥南

北、绿水绕古城的生态宜居高原城市。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西嘎山原本是

一座荒山，连牛羊都不愿光顾。经过

当地居民 10 余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

植树造林，如今到春暖花开的时节，荒

山披绿，生意盎然。

西嘎山山势陡峭，人工运输需花

费很长时间。为此，当地居民架设了

索道。记者在种树现场看到，索道将

捆绑好的槐树、侧柏、油松等大树苗及

装在圆桶里的小树苗运往山上，最大

限度保护苗种。

东嘎社区居民多吉说，架设索道

后，几分钟就可以运树苗上山，大大提

高了效率，从现在到 8 月底，他们每天

都会向山上运送树苗进行栽种。

“最开始光是人爬到山顶就需要 8

个小时，后来用骡马运输，来回也得几

小时，现在有了索道，运送 20 棵树苗只

需要 10 多分钟，省时又省力。”东嘎社

区二组组长仁增说，从刚开始的肩背

手 提 带 树 苗 上 荒 山 ，到 现 在 种 下 了

2000 多亩树，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这里的变化，觉得十分有意义。

西嘎山是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

一个缩影，作为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

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表性工程，

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实施在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固碳释氧、净化空气等方面

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也让群众享

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宜居生活。

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尚

德介绍，拉萨南北山造林成活率高离不

开科技创新。在植被选择方面，通过遥

感技术对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

深入分析，科研团队筛选出适合在拉萨

南北山生长的树种和草种，还通过安装

智能节水灌溉设备，有效避免了过度灌

溉对土壤结构造成的破坏。

种下的是花草树木，改善的是生

态环境，提升的是居民生活质量。数

据显示，2022 年至 2023 年，拉萨南北山

绿化工程共完成营造林 39.14 万亩，造

林整体成活率达 85%以上，完成投资超

30 亿元，引导农牧民群众参与造林绿

化、销售苗木等增收超 16 亿元，撬动约

20亿元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绿化。

工程的绿意还延伸至拉萨贡嘎机

场周边的山体，山南市林草局林业和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站检疫员次仁罗布

在造林现场进行苗木复检工作，复检

结 果 显 示 这 批 苗 木 的 成 活 率 达 到

92%。“这里是走出贡嘎机场的第一站，

旅 客 们 可 以 直 接 看 到 我 们 种 下 的 绿

色，很有意义。”次仁罗布说。

拉萨的 6 月，阳光不燥、微风正好。

南山脚下，拉萨河畔，数顶藏式帐篷与

河对岸的布达拉宫遥遥相对。喝着酥

油茶、吃着土豆炖牛肉，拉萨市民贡觉

旦增正与家人坐在树荫下的藏毯上过

“林卡”（春游），一家人其乐融融。看着

山上的绿意，贡觉旦增说：“变化太大

了，保护生态环境真是太重要了！”

（新华社拉萨6月5日电）

◀ 阿 里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噶 尔 县 分 局 工

作 人 员 在 向 过 往 群 众

普及环境保护知识。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摄

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2024年度巩固提升（贡嘎机场周边山体）工程项目上，第三方监理人员在检查树木状况。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在拉萨南北山绿化 2024 年度一期工程贡嘎县造林项目贡嘎 2 号片区，当地村

民在栽树造林。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在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 2024 年

度巩固提升（贡嘎机场周边山体）工程

项目上，林业检疫执法工作人员在检

查树苗根部土球是否达标。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