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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雪域江南”绿色福利 生态福祉
——林芝市生态环保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史金茹

悠悠碧水清 浓浓护水情
本报记者 万慧

■导读

“巡山护林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费

时费力。”平措旺堆每次巡山都要步行 6个小

时左右，要走 10余公里的崎岖山路，累了、饿

了就找个平坦的地方坐下，简单吃上几口干

粮又开始巡山。上山以后，还要留意是否有

偷猎和盗伐者上山的痕迹。

寒冬来临，73 岁的平措旺堆不顾严寒，

像往常一样每天都要绕着村附近的几座山

和河流走上一遍，看看树木长得怎么样，有

没有“生病”。

平措旺堆是工布江达县江达乡朗村的

护林员，至今从事护林工作已经将近 50 年。

当然，不止是护林，平措旺堆在护林之余也

会栽种各种树苗。

40 年前，朗村附近由于过度放牧、乱砍

滥伐、沙漠化，树木越来越少。如今，数不尽

的松柏把荒山点缀得绿意葱茏。当地人人

都知道，给荒山披上绿装、守护这片绿的那

个人就是平措旺堆。

平措旺堆出生于 1946 年。出生在旧社

会的他，从记事起就吃不饱饭，过惯了穷日

子。“啥时才能不饿肚子？”这是他当时唯一

的想法。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的东风吹到了这

个小山村，共产党给平措旺堆一家分了地、

分了房子和牲畜，从此，他家终于可以吃饱

饭了。中国共产党真心为当地人做好事、做

实事。这一切，平措旺堆看在眼里，暖在心

中。“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该为党做

些啥？”这个想法一直藏在平措旺堆心里。

当他站在家门口眺望对面几乎荒芜的大山

时，忽然来了灵感，栽树护林的念头在他心

里扎了根。

1970 年的一天，村干部在机缘巧合下了

解到他的想法后，让他做了村里的护林员。

终于如愿以偿的他乐得一整晚没睡着，一直

在想着自己该如何把护林员这个岗位做好。

多 年 来 ，他 靠 着 自 己 的 积 蓄 ，购 买 树

苗。自己本身经济就不宽裕，多年存的钱也

买不了多少树苗，没有树苗，就不能种树，怎

么办？焦急的他向村里反映了这个问题。

一天，村干部告诉他一个令人振奋的好

消息，林芝市创建生态文明示范市，将会无

偿给村里提供树苗，农牧局还会派专家来指

导种树、防治病虫害。

解决了树苗和技术问题，此后多年的时

间里，他白天上山种树、护林，晚上自学关于

林木方面的知识。他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附近几座山上的树木很多都是我栽种的，

这里的每种树木我都认识。”

对于他的行为，家人开始都不理解。“种

树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累死累活，还不如多

养几头牦牛实在。”妻子次仁央金之前一直

在他耳边这样抱怨。

不过当树木长成，平措旺堆领着家人去

看他种下的树木绿树成荫，之前荒漠化严重

的地方已经好转的时候，家人理解了。

不止是家人，如今，受他的影响，整个村

的人只要有空闲时间就自发去种树。以前

乱砍滥伐树木的现象也慢慢消失了，保护林

木资源的意识正在不知不觉中走入村民的

心中。

如果一个地方缺少了绿色，绝不仅仅是

缺少了灵性和美丽。绿色就是生命，就是希

望。一个拥有绿色的地方，必是一个充满活

力与希望的地方。

平措旺堆指着眼前的一大片树木说：

“绿色多了，人的心情跟着变好了，生活也会

越来越幸福，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冬日的墨脱依旧林木葱郁、群山如黛，

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正成为高原生态康

养高地；尼洋河贯穿巴宜，“水网、绿廊、城

市”融为一体，为城市带来“生态底色”；波密

318 国道两旁茂密的树木和各类植物成为了

入藏旅游的打卡网红地。

绿树碧水映林芝

初冬时节，当清晨的第一缕晨曦洒进巴

宜区福建公园的绿地高树上时，游园观赏、

散步休憩、健身锻炼的人陆续进入园内，整

个公园渐渐热闹起来了。园外是车流如织、

喧嚣繁华的道路，园内是碧草如茵的绿地、

高树掩映的亭台。

近年来，林芝市大力加强城市绿地养护

管理，通过持续不懈的城市绿化建设，使公

园与城市公共绿地数量及面积不断增加，公

园与绿地有机构成了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

“绿色之肺”，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为打

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保

障，也为林芝市生态文明建设打造了一张亮

丽的名片。

近 5 年来，林芝市累计植树造林 36 万

亩，治理沙化 45 万亩，森林抚育 18 万亩，建

设经济苗木良种基地 1 万余亩，完成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项目 70 个，落实国家投资 2.6 亿

元。

目前，林芝市城区绿化面积为 531.85 万

平方米、绿地面积为 524.41 万平方米，绿化

覆盖率、绿地覆盖率分别达 42.55%、41.95%。

截至 2018年底，巴宜区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称号，林芝市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称号，林芝市共有 6 个县区、44 个乡

镇、395 个行政村先后获得自治区级生态县

区、乡镇、村命名。

生态铺就致富路

“现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一块经济

林木种植地，主要种植苹果、葡萄、水蜜桃、

梨子等经济林木。近年来，全村努力发展特

色种植业，以前零星的种植方式现在已变成

规模种植，不仅美化了环境，致富了群众，更

是凝聚了干群关系。”朗县洞嘎镇卓村党支

部书记开心地说。

卓村抓住旅游带动农产品增值这个关

键，积极探索庭院经济发展模式，由卓村 49

名党员带头进行试种，技术成熟后，再逐步

向全村 57 户农牧民推广。在卓村党支部和

党员的大力引领下，全村群众齐心协力，形

成了全村“家家有产业、户户有收入”的良好

局面。目前，卓村累计种植核桃 900余亩、苹

果 150 亩，藏冬桃 100 亩，实现每户增收 2 万

余元。

林芝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林芝市各族群

众正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绿色福利、生态福

祉，生活越来越好，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

来越高。

人人参与护环境

在波密县多吉乡西巴村附近矗立着一

座高耸入云的神山——卓玛山。这里水草

丰茂，风景优美宜人，让人流连忘返。

“美丽西巴是我的家，生态环保政策好

呀，保护动物人人要……”伴着欢快的音乐，

村民们唱着自己创作的环保歌曲。每年藏历

6 月 15 日，西巴村村民都要在卓玛山下举行

传统的斗熊节，斗熊节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几年前，由于乱砍滥伐等原因，西巴村

附近山上的树木大面积减少，一到刮风下雨

天，整个村子里都是泥土和垃圾。为了改变

现状，乡政府和西巴村“两委”班子召开集体

会议，讨论并制订解决方案。“首先是禁止村

民乱砍滥伐，由护林员每天不定时巡查；其

次是规划垃圾倒放点，每天还会有村民轮流

打扫村内卫生；再次是鼓励村民养成爱护环

境的良好习惯。”该村党支部书记向记者介

绍说。

乡村环境治理，村民们慢慢地从旁观者

变为参与者，不乱扔垃圾，不随便砍伐山上

树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曾经的贫困村，如

今已成为多吉乡农村环境治理的标杆。62

岁的村民次仁说：“我们也有手有脚，如今党

的扶贫政策好，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让家庭

富起来，让村里的环境美起来。”

现在的林芝不仅保护好了生态环境，还

聚了人气、要了效益、促了发展，将绿水青山

变为建设幸福林芝的“金山银山”。不久前，

林芝市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称

号，更是为林芝加快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生 态 经 济 是 实 现 经 济 发

展与环境保护高度统一和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如何

让生态经济成为我区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笔者认为有

以下几点还需不断用力、久久

为功：

转变思路，重视创新将绿

水青山转化为生产力。要用

足生态优势，做出生态特色，

壮大生态产业，让绿色资源变

成财源。城市主城区可全力

培育生态服务业，做好总部经

济、会展经济、绿色金融、绿色

物 流 等 ；高 质 量 承 接 产 业 转

移，做大做强生态产业、战略

新兴产业等；农牧业主产区可

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牧业，做

优有机农牧业，延长加工和物

流商贸产业链；重点生态功能

区则用好自然和文化资源，发

展生态旅游和康养产业。

延 长 产 业 链 是 将 资 源 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途

径。要探索农牧产品生产、加

工和市场服务业深度融合，以

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延伸农牧业产业链，打造农牧

业综合体和产业联合体，实现

乡村振兴、城乡协同发展。应

激励调动地方政府、农民、企

业、市场等共同努力，培育引

进 长 链 产 业 ，提 高 产 业 增 加

值，形成产业链条完整、功能

多样、业态丰富、利益紧密联结的生态经济新格局。

生态农牧业要持续加强保护利用。生态农牧业以可

持续发展为目的，按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实现经济、生态

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创新综合利用模式。农牧区污染

治理要引导采取生态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式，妥善处理温

饱与环保的关系。创新商业营销模式。依托秀美生态，利

用“互联网+农业”平台，助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向规模

化、园区化拓展。利用电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催生和

壮大农产品物流业。将休闲农业示范点、美丽休闲乡村纳

入旅游营销线路，打造特色生态游品牌。实施农产品溯

源，推动农业生产环境和农村生态持续有效改善。

良好的生态是林芝最大的特色

和优势，是林芝安身立命之本。

这一幅幅生动写实、五彩斑斓的

水墨画卷，折射出的是林芝市委、市

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显现出林芝上下

一心、攻坚克难，改善生态环境的非

凡气魄。

为 了 心 中 那 片 绿
——记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江达乡朗村护林员平措旺堆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史金茹

如果说山是城市的脊梁，那么河流便是城市的灵魂。

从原来的河水混浊、垃圾成堆，到如今的碧波荡漾、水

草丛生，卡若区生格村选派支部书记洛松阿旺说，澜沧江水

不仅赋予了昌都这座高原城市更多的灵动与活力，还为两

岸市民提供了优美的生活环境，“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我们门前的这一江碧水。”洛松阿旺说。

11 月底的昌都寒风刺骨。一大早，洛松阿旺便和往常

一样，带着几个村民一起清理澜沧江卡若区城关镇生格村

段河道。

“3 天前我们刚清理过一次，现在河道边的垃圾是越来

越少了，这段全长 1.7 公里的河道，我们几个人不到半天时

间就清理完了。”洛松阿旺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一个星期组

织村民进行 1 到 2 次的河道清理，是近年来生格村雷打不动

的工作。

看着眼前水波荡漾的一江碧水，一起清理河道的村民

向巴热丁高兴得合不拢嘴。

“冬季水位下降，上游冲下来的垃圾沉淀下来被裸露的

石头挡住了，我们只需要把挡住的垃圾捡起来就可以了。”

向巴热丁说，近年来，澜沧江生格村段河道一直都不存在河

道违法行为，没有污染水源进入河道，也没有建筑物废料，

他们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捡一些生活垃圾。

近年来，卡若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卡若区全

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为引领，成立了由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担任组长，区直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乡镇长为成

员的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卡若区河长制

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 3名，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落到实处。

河长制工作的推进，使治水的效能得以扩展延伸。而

如何形成长效机制，破解变化中的难题？是卡若区一直探

寻的难题。

为此，卡若区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渠道学习内地相关省

市好的经验和做法，修改完善了卡若区河长制工作相关制

度，将制度上墙，并制定出台了藏汉双文的《图说河长制》宣

传手册，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卡若区总河长泽仁表示，河长制工作是一项长效机

制，需要通过各方力量共同推进。因此，卡若区还结合实

际，将生态水管员、驻村工作队、企业河长纳入河长制组织

体系，并结合日常工作积极对当地群众进行河长制工作的

宣传。

“驻村工作队的队员经常跟我们讲不要往河里倒垃圾

和生活污水，还教我们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放在村里不同

的垃圾桶里，现在村民们的环保意识都提高了很多。”向巴

热丁说。

每次走在河边，看着清澈的河水里面倒映出自己的影

子，向巴热丁都觉得心满意足。他说，如今“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的美好画卷是全体干部以及村民们一起努力的结

果，“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会一直为这份

事业努力的。”向巴热丁一脸坚定地说……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左贡县分局举办“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宣

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环保宣传品等方式宣传生态环境保护，让每个

人自觉把绿色生活理念转化为自身的实际行动。

◀为加强玉曲河河道环境卫生管理，昌都市左贡县乌雅村组织农牧民

群众集中对玉曲河河道沿线的环境卫生进行清理，使玉曲河边的白色垃圾

得到有效清除，真正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本报记者 万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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