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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天晴，拉萨城关区团结新村

社区的居民德央就会和几个朋友沿

着拉鲁湿地周边的道路散步。她笑

着告诉记者：“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

美，特别适合老年人健身，只要一有

空我们就会来这边转转。”

一直以来，湿地以多种生态功能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被人们称为“地

球之肾”、物种贮存库、气候调节器。

拉鲁湿地是典型的青藏高原湿地，被

誉为拉萨的“大氧吧”，有“拉萨之肺”

“天然氧吧”之称。以它为代表的湿

地保护在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湿地保护工作，站在构建国家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的政治高度，强力推动湿

地保护、功能恢复、生态补偿等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区共建立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 15 处、国家湿地公园 22

处，玛旁雍错、麦地卡、色林错、扎日

南木错 4 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拉鲁、拉妥、班公错 3 处湿地列

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已发布 22 处

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以自然保

护区为主体，国家湿地公园、国际重

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自治区级重

要湿地等多种方式的湿地保护体系

逐步形成。

法治护航绿水青山——
筑牢安全屏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明确提出，国家加强青藏高

原湿地保护修复，增强湿地水源涵

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

态功能，提升湿地固碳能力。

法令行则国治。为保护好湿地

生态系统，西藏积极落实落地国家部

署，先后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区湿

地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湿地认定

和名录管理办法（试行）》等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为湿地资源保护管理

提供了法治保障。

自然保护地“一区一法”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玛旁雍

错、麦地卡、色林错等 7 处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以及紫曲河、雅尼、嘎朗、

朱拉河等 4 处国家湿地公园都出台

了详细的管理办法。

除建立湿地保护制度的“四梁八

柱”，我区还实行专人专管。专门设

立湿地管护员，专职负责湿地巡逻保

护工作。针对农牧民湿地生态管护

员开展了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保

护恢复项目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技

术培训。通过技术培训和技能学习，

管护员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根据全国湿地资源第二次调查

结果，西藏单块湿地面积 8 公顷以上

的湿地面积 652.9 万公顷，占全区国

土总面积的 5.3%。

开展自然科普教育——
共享生态福祉

在西藏，有水有树的地方，必有

林卡。小微湿地，是建设林卡的理

想 场 所 。 像 南 尼 乡 这 种 小 微 湿 地

的 开 发 ，就 取 得 了 良 好 效 果 ，百 姓

增收的同时，又改变之前脏乱无人

管的局面。

走进日喀则康马县南尼栖塘生

态园，水草丰茂，一顶顶涂绘了民族

样式和现代化的帐篷有序分布。“夏

季前来租林卡的群众，供不应求。”康

马县南尼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陈善伟

告诉记者，生态园依傍日喀则“母亲

河”年楚河源头而建，除林卡外，生态

园内还有动物岛、足球场、台球室、儿

童游乐设施等。2023 年，生态园实现

经营性收入 56 万元，为群众分红 10

万元。“在这个较偏远的村级生态园，

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了不起的。”陈

善伟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

湿地资源精心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

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游，正

成为我区“大手笔”泼墨绘就乡村新

图景。湿地逐步形成集观光、康养、

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全域旅游

新模式，生态价值正在显现。

西藏依托国家湿地公园、各级各

类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湿地自然教育。

在 国 际 生 物 多 样 性 日 ，拉 鲁 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工

作人员，经常为拉萨学生与市民开

展生动多样的科普自然教育课，让

前来参与自然教育活动的公众，尤

其是中小学生深刻体验到了湿地的

魅力。

各市地林草局组织开展多形式

的专题宣传活动，设置宣传点发放湿

地保护宣传资料，向农牧民群众宣讲

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自治区林草

局多次牵头开展各类湿地自然保护

地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加大

湿地资源执法力度，不断提高农牧民

群众的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合力保

护和激发湿地的生态价值。

群众吃上“生态饭”——
走上“绿富双赢”路

在 雅 尼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记 者 见

到来自广西的游客蔡欢，“没想到林

芝有这么一片丰富湿地，令我惊喜，

我要去湿地里拍越冬鸟类。”他说。

与蔡欢不同的是，在争相“打卡”留

影的人群中，林芝市林芝镇立定村

村民白玛乔也在拍照，与游客不同，

她拍的是动物行踪、植被状况，防止

非法盗捕、违规采砂。作为雅尼国

家湿地公园管护员白玛乔对雅尼湿

地公园变化看在眼里。“简而言之就

是四个字——天翻地覆”。立定村

靠近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过去，这

一带植被稀疏，雨季过后，随着水位

下降，黄沙飞扬。“青稞田就在雅江

边，忙活一会儿，头发、鼻孔里都是

沙子。”白玛乔回忆道。

近 年 来 ，我 区 实 施 了 雅 尼 国 家

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工程，开展了

湿地公园管理站、生态监测系统、景

观栈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雅尼

湿地植被恢复面积 1839 亩，大大改

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

效保护。

近年来，《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 年）》、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项

目、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自治区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3.18 亿

元，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监测等

工程项目 25项。

近年来，西藏通过实施湿地保护

补偿项目，聘请管护员开展重要湿地

禁牧休牧等工作，既加大对沼泽、湖

泊、河流等自然湿地管护力度，又实

现农牧民增收。越来越多的“白玛

乔”在保护生态中增加了收入，吃上

了“生态饭”、走上了致富路。

湿 地 资 源 丰 富 、湿 地 景 观 独

特、湿地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得

到了良好保护，西藏实现了城乡人

民 共 享 优 良 湿 地 生 态 空 间 的 美 好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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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雅尼湿地。 本报通讯员 栾远春 摄

图②：市民在拉鲁湿地游玩。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图③：色林错。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摄

图④：南尼栖塘生态园。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摄

图⑤：班公湖。 经济日报记者 代玲 摄

图⑥：阿热湿地。 本报通讯员 珠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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