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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春 风 踏 土 地 植 新 绿
——林芝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

■导读

林芝市紧紧围绕国土绿化和生

态修复，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开展城市周边

面山绿化、重点造林工程建设等国土

绿化工程，2019 年，完成造林绿化任

务 57986亩，为美丽林芝再添新绿。

拉萨市打造“四线”景观廊道

推 进“ 两 山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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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芒康县索多西乡村民扎弟和格桑：

植 一 棵 树 绿 一 方 土
本报记者 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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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迟迟，新绿初绽。走在林芝市的造

林绿化点上，一股清新的草木之味扑面而

来，柔软的树枝在春风的召唤下摇曳生姿，

到处都是一片盎然生机的景象。

重点工程有序推进

每年 3 月，是迎春风、踏土地、植新绿的

美好时节。这段时间，不少百姓会自觉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挥锹铲土、浇水灌溉，为新的

一年增添绿色、增添希望。

植树造林早已成为了全社会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最直接、最具体、最有效的形式。据林

芝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林芝市

义务植树任务 13900亩（含群众房前屋后和庭

院绿化），完成 14400亩，完成总任务的 104%，

扎实推进林芝市国土绿化工程建设。

林以种为先，种以质为天。苗圃种苗生

产是植树造林的基础性工作。为进一步加

强林芝市国有重点保障性苗圃建设，提高生

态建设能力，去年，林芝市围绕生态工程建

设和林业产业发展，加快林木良种苗木的繁

育和推广，提升林业重点工程苗木保障能

力。目前，林芝市新建和改扩建苗圃 10 个，

苗木基地面积达 1万亩以上。

为确保圆满完成国土绿化美化任务，林

芝市高度重视经济林果种植工作，坚持因地

制宜、科学植树，并持续加大投入，通过在农

田种植经济林果和提高每亩投资单价的方

式，切实改变林草部门因立地条件差、投资单

价低导致实际种植效果不理想的状况。2019

年计划种植经济林果 4600亩，完成 4600亩。

绿化工作措施多样

为 推 动 国 土 绿 化 取 得 实 实 在 在 成 效 ，

2019 年，林芝市不断丰富和拓展义务植树形

式，加强区域生态修复和育苗培训力度，确

保国土绿化目标任务落地落实。

全市上下多措并举，通过栽植“青年林”

“巾帼林”“职工林”“警官林”，向群众、机关

单位免费发放经济林果大苗、绿化苗木等多

种形式，提高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推动全

市庭院绿化和经济发展，使义务植树工作不

断向纵深发展。

在 基 本 消 除 成 片 荒 滩 荒 山 的 基 础 上 ，

林芝市积极推进局部小区域生态修复，开

展了林芝市城市周边面山生态修复工程、

米林县朗多村江心岛沙丘治理工程、米林、

巴宜区两县（区）“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

工程等。

2019 年 8 月，林芝市八一镇成功举办全

区扶贫苗圃育苗技术培训班，培训内容有苗

圃整地、托插（播种）、育苗、管护、病虫害防

治和苗圃地管理、经济林栽培等相关技能，

帮助农牧民群众及干部职工掌握了苗圃育

苗和经济林栽培技巧、提高了理论指导生产

实践水平。

同时，林芝市还通过送教下乡、现场教

学等方式，组织技术人员到 7 县（区）对林果

种植户、各村科技特派员以及林果致富带头

人，进行主要经济林果的栽培、果园日常管

理及越冬管理、主要病虫害的防治等方面的

培训。

消除“无树”进展顺利

近年来，林芝市扎实推进消除“无树村、

无树户、无树单位”工作，全面消除了全市范

围内的无树空白，大大拓展了绿色空间，为

林芝市实现以生态宜居为主要内容的乡村

振兴夯实了生态基础。

加强组织保障。林芝市、县（区）政府

专门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国土绿化

领 导 小 组 ，确 定 了“2018 年 全 面 消 除 无 树

村 、无 树 户 植 树 空 白 ，2019 年 巩 固 消 除 成

果”的目标，制订了《林芝市国土绿化任务

分工方案》，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和

分工，加强协调联动，为推进消除“无树村、

无树户、无树单位”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组

织保障。

发展庭院经济。各县（区）在消除“无树

村、无树户”工作中，统一采购苗木，以户或

以家庭人口为单位免费发放，每户发放 5-15

株，发放的苗木主要为经济苗木。目前，各

县（区）、乡镇、村（居）适宜种植经济林果的

农户家庭院内，经济林果种植率在 80%以上，

不仅改善了农牧民的生活环境，也增加了他

们的收入，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

推进单位庭院绿化提升。为扎实推进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2017-2019 年，林芝

市林草局先后向 50 余家单位免费提供各类

绿化苗木（含小苗）9.6 万余株，价值 455 万余

元，有效地改善了办公环境，增强了干部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提升了林芝市

的精神文明形象。

春回大地，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季

节，昌都市芒康县索多西乡村民扎弟和弟

弟格桑一大早便来到卡若区孜通坝造林

绿化项目片区现场，开始准备植树。

“每年昌都植树的时候我和格桑都会

来到市里参加植树活动，连着 6 年了，年

年都是如此，今年也不能例外。”扎弟乐呵

呵地说。

扎弟告诉记者，2020 年是昌都市解放

70周年，卡若区孜通坝造林绿化项目是昌

都 市 解 放 70 周 年 大 庆 造 林 绿 化 项 目 之

一。

“这里种的都是云杉，它能耐干燥和

寒冷，抗风性强，适应能力强，能很好地起

到保持水土的作用，对这片土地来说，它

就是个宝贝。”扎弟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

着云杉苗，生怕弄疼它似的。

说着，扎弟便开始拿起铁锹挖树坑。

“这个树坑可不是随便挖的，得严格按照

90×90㎝的规格去挖，因为我们要种的这

些云杉是前几年从区外引进的，苗木在昌

都本地苗圃基地还经过了 3 年以上的培

育，所以它们不仅已经适应了昌都的气候

和土壤环境，还都已经长得比较大了。”扎

弟边挖树坑边说。近处，和扎弟一样的百

姓都在挥舞着手中的铁锹热火朝天正干

得起劲；远处，昌都市林草局的工作人员

正小心翼翼地把云杉树苗搬运下来。

“挖好一个树坑可不容易啊。”闲聊之

际，扎弟已经挖好了一个树坑，他用衣袖

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打趣地说。这时，格

桑已经把一棵云杉拿到树坑旁，兄弟二人

你扶着树，我填着土，很快，一棵树就被稳

稳当当地种在了土地上。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能用自己的双

手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增添一抹绿色，我真

的是很高兴。”格桑抬头望着被种好的云

杉，乐得合不拢嘴。

“本来儿子也吵着要来的，但他年纪

还小，没多大力气，我怕他过来添乱。”扎

弟告诉记者，对于植树这件事，全家人都

很支持，还都很愿意参与其中。

“多亏了国家的‘三包’政策，还有昌

都市委、市政府的补贴，我们家的 3 个孩

子才都有机会读书学文化，大女儿巴桑在

内地读大学，二女儿卓玛在读高中，小儿

子扎西在读初中，他们学了文化知识，将

来就能够改变命运，这些都是党和国家教

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会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坚定信心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社会作贡

献。”扎弟动情地说着自己家中的变化，话

语中满是感恩。

中午 12 点，到了吃饭的时间，扎弟和

格桑拿上自带的饭盒去打饭，白花花的大

米饭加上香气四溢的炒菜，兄弟二人吃得

很香。饭后休息片刻，他们便又开始植树

了。

“大家植树的热情都很高，在我们的

共同努力下，相信要不了多久，这片荒地

就会变成绿色的海洋。”扎弟乐呵呵地说。

下午 3 点多，春日的阳光照在扎弟黝

黑的脸上，汗水顺着他紧实的皮肤流了下

来，落到黄色的土地上，无声地隐没在泥

土的芬芳中。

“种下绿色，收获希望。我相信，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

来越好。”扎弟说着，一脸的坚定。

走进春天的林芝，到处都

是生机盎然的绿色植被，就连

偏僻的山村田野，也是户户有

花处处有景。

而这一切，得益于林芝市

大力推进国土绿化、消除“无

树村、无树户”行动。2017 年

以来，林芝市通过免费发放苗

木、补植补造工作和提质增绿

行动，切实巩固和提升了消除

“无树村、无树户”工作成果。3

年来，已累计投入 2806 万元，

植树 31 万余株，总体成活率约

为 90%，同 时 ，累 计 种 植 草 皮

600余亩。

但在走访中，笔者发现少

数 乡 镇 由 于 地 理 、技 术 等 因

素，依然存在“无树户”重造轻

管、后期管护不到位，导致种

植的经济苗木成活率和保存

率不高的问题。为此，笔者认

为，想要持续巩固和提升“无

树村、无树户、无树单位”消除

工作成果，提高苗木成活率和

保存率是重中之重。

要 有 针 对 性 的 开 展 工

作。继续免费发放苗木进行

补植补造，对部分地区发放树

种由原来的经济林种苗替换

为适宜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

树种，并组织技术人员做好技

术指导，确保树苗成活率。对

部分技术落后或者百姓管护

林木意识不强的地方，定期组

织广大群众做好浇水施肥、防

治病虫害、修剪枝叶、缺株补

植等工作，并鼓励村民积极参加育苗培训，提高苗木管

护技术。

要部门联动，共同做好苗木成活工作。各县（区）应

积极争取专项资金，督促财政部门加大国土绿化资金投

入，为苗木发放提供保障作用；要做好人员调配、装备储

备等工作，抽调技术人员，严把整地、造林和种苗质量

关；要加强对后期管护的指导检查，完善政策保障措施，

督促、指导各部门做好管护工作，并进行考核，切实将苗

木保护管理责任落到实处。

要紧抓宣传，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植树造林、管护

苗木，重在自身。只有提高全民生态意识，才能真正实

现国土绿化的目的。各部门要利用植树节、造林绿化宣

传月等节点，大力宣传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

重要意义。同时继续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等媒体进行

宣传教育，切实使植树造林、爱绿护绿和生态文明意识

深入人心。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 郑璐）日前，记者从拉萨

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拉萨市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工

作，2019 年，完成植树造林 7.1 万亩，封山育林 6.2 万亩。

今年，拉萨市在推进国土绿化方面，计划重点打造“四

线”景观廊道和持续推进“两山”生态修复工程。其中，

打造“四线”景观廊道方面，包括推进机场路沿线山体沙

化治理、拉林高等级公路沿线绿化、拉日铁路沿线绿化

和谋划那拉高速公路沿线绿化等方面内容。

据介绍，今年，拉萨市计划组织实施机场路沿线山

体沙化治理工程，完成机场沿线沙化治理 6040 亩；以拉

萨城区为中心，以拉林高等级公路为轴线，向东延伸推

进公路两侧绿化，新增人工造林 1920 亩、封山育林 48200

亩，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项目 2000 亩，不断提升公路

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拉日铁路沿线绿化方面，将在原

有造林绿化基础上，以柳梧新区为起点，沿拉日铁路两

侧组织实施拉萨周边造林绿化工程和“两江四河”流域

造林绿化工程，实施人工造林 4750 亩，封山育林 16000

亩，实施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项目 3000 亩，全面打造拉日

铁路景观廊道，改变人们对拉萨的固有印象；在原有造

林绿化基础上，以堆龙德庆区为起点，沿那拉高速公路

两侧组织实施拉萨周边造林绿化工程和高海拔地区城

市绿化推广实验项目，实施人工造林 500 亩，封山育林

46000 亩，栽植高海拔地区城市绿化实验树种 3000 株，是

围绕那拉高速公路沿线绿化将要进行的工作。

此外，今年，拉萨市还将持续推进“两山”（南山、北

山）生态修复，以鹏矗生态园为中心，启动新一轮南山绿

化规划，不断延伸东西两侧山体绿化，推进城关区香嘎

沟、达孜区白纳沟两条沟域绿化建设，新增人工造林 800

亩，巩固提升南山区域绿化效果，打造集休闲、娱乐、游

憩为一体的生态功能园区。在北山生态修复工作中，将

坚持“生态修复、适地适树”原则，在堆龙德庆区邦普沟

新增人工造林 400 亩；在城关区夺底沟和嘎巴沟两条沟

域人工造林 1500 亩；结合北山实际，因地制宜选择两块

区域，分别打造一处沙棘林和一处速生槐林，不断提升

北山景观绿化效果。

本报拉萨讯（记 者 袁海

霞 郑璐）2019 年，我区大力推

进 美 丽 西 藏 建 设 ，持 续 加 大

“两江四河”流域植树造林力

度，植树造林 130.7 万亩，筑牢

绿色生态屏障。

据 介 绍 ，2019 年 以 来 ，我

区扎实推进国土绿化和城乡

绿化美化，深入推进消除“无

树村、无树户、无树单位”和提

质增绿行动，实事求是、尊重

科学、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既

注重植树的数量，更注重植树

的成活率，有条件的地方消除

“无树村、无树户、无树单位”

的目标任务全部提前完成；那

曲科学植树取得阶段性成果；

重点区域生态公益林、防沙治

沙、“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

持续开展。坚持引进树种和

培育本地树种相结合，精准选

育 树 苗 品 种 ，推 动 形 成 多 主

体、多层次、多形式的造林绿化格局。着眼绿化美化

和防风固沙，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强化后期管护。广

大群众积极响应区党委、政府号召，在房前屋后种树

植绿，扩大消除“无树户”行动覆盖面，确保西藏天蓝

地绿水清。正确处理好保护生态与富民利民的关系，

把植树造林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健全完善长效

机制，推动群众通过参与造林绿化增加收入，实现生

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

又是一年植树时。每年 3 月，林芝

广东实验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为美丽林芝再添新绿。

图为学生在种树。（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史金茹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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