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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玛次仁，藏族，1949 年 4 月出生，一直参与

米林县丹娘乡鲁霞村护林工作。2012 年，米林县

设置鲁霞沟管护站后，经鲁霞村推荐，白玛次仁

正式成为管护站的一名生态护林员。

白玛次仁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常

年居住在鲁霞沟沟口，全天 24 小时尽责值守。一

路风雨一路歌，他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平凡的生态护林员岗位上，踏踏实实做事，取

得了显著成绩，2020 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

传中心组织开展的寻找“最美护林员”宣传活动

中，获得“最美护林员”荣誉称号。

护林员责任不小，上任伊始，白玛次仁认真

细致地调查了解山情、林情和民情，坚持每天巡

山查林，跑遍了辖区的每一条山梁、每一道山沟、

每一片林地，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林木，他都熟记

于心。

耐心细致的宣传走访工作，使广大农牧民逐

步提高了爱林护林和保护生态的意识，如今，鲁

霞村已形成了森林资源严禁破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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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玛次仁深知森林防火的重要性，每到森林

防火期，他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

林防火方针，依据森林火灾发生的特点，认真做

好林区森林防火宣传，把进山人员森林防火宣传

工作做深入、做到位。同时，加强火源管控工作，

对入林人员进行一一登记，询问是否携带易燃易

爆物或是否有吸烟习惯，并定期或不定期对林区

施工现场开展火源排查，做到入林不生火、不用

火，把林区火灾隐患降到最低。

山区内的基层林业管护站交通不便、通讯不

畅、工作艰苦、生活单调，但不管是防火形势严峻

的冬季还是雨水充沛的夏季，他全年都设卡扎营

住在山里，巡山护林。

长期与家人分离，孤独、疲惫时时向他袭来，

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埋怨，而是时时处处严格要

求自己，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勇往直

前的作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护林工作中。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 郑

璐）在第 25 个世界湿地日，拉萨市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以下简称拉鲁湿地管理局）、

拉萨市森林消防大队及拉萨市林

业和草原局在拉鲁湿地公园联合

开展防火演练等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中，工作人员

在辖区内悬挂以保护湿地、防火

为主题的横幅，向广大市民发放

通俗易懂的藏汉双语宣传册、宣

传单及拉鲁湿地管理局自制的水

鸟杯等礼品，布设宣传展示台、展

板，邀请消防人员在人员聚集点

开展防火知识宣传教育及防火演

练，旨在展示拉鲁湿地在生态建

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所取得

的成果，以及向市民宣传保护拉

鲁湿地的意义。

拉鲁湿地管理局局长拉姆次

仁表示，希望通过防火演练、清除

火灾隐患等活动，引导广大市民

主动参与到拉鲁湿地保护行动中

来，不乱扔烟头，不向河流、湖泊、

水源地倾倒垃圾，共同保护“拉萨

之肺”，让拉萨的天更蓝、水更美、

阳光更灿烂。

另据了解，目前正在实施的拉

鲁湿地三期保护工程，批复总投资

为 7.47亿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湿地保护区扩展及核心区搬迁、湿

地生态系统恢复工程、保护区防护

林绿化工程、巡护步道工程、补水系

统改造工程和湿地调查监测系统工

程等。截至目前，已完成拉鲁湿地

保护工程总投资任务的64%。

据不完全统计，八宿县然乌湖景

区 及 周 边 共 有 植 物 58 科 153 属 312

种，有野生动物 22 目 47 科 112 种，其

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8 种，国家Ⅱ级

保护动物 17种。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加上大

自然赋予的高山奇石、冰川、湖泊等，

在 八 宿 县 然 乌 组 成 了 一 幅 醉 人 的

画卷。然乌湖景区，也成了国道 318

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如何既发展旅游又加强环境保

护呢？

于是，然乌镇专业管护站应运而

生。成立于 2015 年的然乌镇专业管

护站，管护面积共 22164 公顷。管护

站有 6 名管护员，其中，年龄最大的 50

岁，年龄最小的 26岁。

走进然乌镇专业管护站，只见管

护站站长向巴克珠和管护员嘎次登、

登增尼玛正在值班。

说起管护工作，向巴克珠滔滔不

绝。他说，管护站的职责是日常巡护

森林，管理野外用火，及时报告火情，

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监测病虫

害……总之就是要确保管护区内的

生态安全。

平时巡逻，他们或开车，或骑摩

托车，或走路。向巴克珠说：“大多数

时候，我们定期从瓦巴村巡逻至来古

村，沿湖 40多公里，一个星期至少 2次。”

来古村的一株柏树，是管护站巡逻的重点。这是一株树龄 800 年的

古树，“估计是然乌树龄最大的树了。”为保护它，管护站在树周围用铁丝

圈了一圈。

管护站成立 6 年来，管护区内未发生盗伐林木、盗猎野生动物、盗挖

野生植物及动物疫情等问题。

除 了 巡 逻 ，管 护 站 还 要 组 织 各 村 生 态 岗 位 的 群 众 栽 树 和 捡 拾 垃

圾。向巴克珠说：“前前后后差不多已种了十万株树。每周组织群众

打 捞 湖 边 和 捡 拾 公 路 沿 线 的 垃 圾 至 少 2 次 ，还 要 提 醒 游 客 保 护 好 环

境。”

虽然人少，但 6 名管护员时刻牢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各村生态岗位的群众一起筑牢了一

道然乌生态环境保护的防线。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 郑

璐）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林草局获

悉，“十三五”期间，我区通过实施

“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拉萨

及周边地区造林绿化、重点区域

生态公益林建设和生态安全屏障

防 沙 治 沙 等 工 程 ，共 完 成 造 林

596.48 万亩（含退耕还林工程和防

沙治沙工程）。

目前，拉萨河流域、山南贡嘎

至乃东段、日喀则市城镇周边等重

点地区防护林体系初具规模，产生

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23年，

西藏海拔4300米以下的行政村将完

成营造林 2000万株，宜林行政村绿

地率达到25%以上，建成国家森林乡

村200个。

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雪豹……在平

均海拔 5000 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飞禽走兽悠闲度日。

这些野生动物悠然自得的背后，是林草

巡护员等多方的守护。近日，阿里地区改则

县林业和草原局开展了一次大型巡护活动，

对改则县境内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无

人区”进行了全方位巡护。

此次大型巡护历时 9 日，总行程 2890 公

里，累计出动近 140 人次，巡护覆盖羌塘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改则片区的 10.6万平方公里。

此次大型巡护工作，主要对野生动物栖息

繁衍地、迁徙停歇地等野生动物资源集中区域

进行巡护，旨在及时查处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草

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巡护人员还对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改则片区内 23 个管护站日常巡护工作等进

行督导，并就如何有效防范各类破坏野生动

植物资源、自然保护地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工

作进行实地指导。

在实地巡护过程中，巡护人员还在保护

区内各个乡镇、村（居）等人员集中点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草原防火等宣传，

共计发放宣传单 1100 余张，张贴宣传标语 40

余条，参与宣传 1500余人次。

目前，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改则片区

未发现任何非法猎捕、非法穿越和非法采挖

等违法行为，各类野生动物安然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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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拉萨之肺”

拉鲁湿地开展防火演练

“十三五”期间西藏完成造林近 600万亩

“最美护林员”白玛次仁：

24 小 时 值 守 鲁 霞 沟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一幢幢民房错落有致，一条条马路宽阔平坦，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农村人居环境新画卷跃然眼前。近年来，我区大力整治农村人

居环境，真抓实干，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图为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整治后的村容村貌。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图为拉鲁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绘就碧水青山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近年来，我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深入贯彻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观念，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全力推进生态修复治

理，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为建设美丽

西藏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

林进沙退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扎囊县阿扎乡章达村村民对过去的

恶劣环境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时，村里只

要一刮风，风沙肆虐、遮天蔽日、寸步难

行，大家只能待在家里。2016 年，扎囊县

建起了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基地

建成后，风沙少了很多。

“当年河谷里全是沙土，几乎看不到

绿色。”隆子县隆子镇芒措村老书记拉杰

回忆说。为了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从

1964 年起，隆子县开始试种生命力顽强的

沙棘。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隆子县

的人工沙棘种植面积达 50.33 平方千米，

森林覆盖率超过 40%，形成了一条长 40 千

米的绿色“长廊”，曾经的荒凉河谷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不断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隆

子县自然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现在我们

还推行了林草共生的新模式，在沙棘树下

种植苜蓿草，不但有生态价值，还有经济

效益。”59 岁的护林员索朗仁增说，他已经

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 20余年。

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

西藏以“两江四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拉

萨河、年楚河、狮泉河、尼洋河）流域造林

绿化工程为重点，实施退耕还林、防沙治

沙等林业重点工程，西藏雅江流域早已告

别“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起不见家”的

历史，高原披上了“绿色哈达”。

西藏自治区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

测结果显示，西藏各类沙化土地面积较前

期减少了 3.5 万公顷，年均减少面积 0.7 万

公顷，防沙治沙工作成效逐步显现。

保护优先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驱车从羌塘大草原经过，不时就会和藏

羚羊群不期而遇，还可见到野牦牛、藏羚羊

和三五成群的藏野驴漫步草原，悠然自得。

随着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增加，青藏高

原特有的蹄类动物种群在逐步恢复。

住在那曲市双湖县城附近的嘎玛边

久，已经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 15 年

了，他每年都要在外巡逻近半年，独自巡

查方圆上百公里的无人区。每次出发前，

他都要戴上红袖套，挂上工作证，震慑盗

猎分子。

双湖县境内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约

有 1.7 万平方公里，处于无人区，大部分地

区不通公路，嘎玛边久常常是骑着摩托车

巡逻。因为野生动物随季节迁徙，嘎玛边

久需要在野外仔细寻找它们的踪迹。每

当嘎玛边久发现野生动物的时候，都要停

下来，仔细观察它们的分布情况，然后统

计它们的数量，上报给林业部门。

隆冬时节，林周县江热夏村寒意正

浓 ，但 村 里 的 护 林 员 还 像 往 常 一 样 ，自

发 到 附 近 的 树 林 里 巡 护 。 村 里 的 护 林

队 是 2013 年 成 立 的 ，现 有 18 人 ，分 成 3

个 小 组 分 片 区 对 村 子 周 边 进 行 无 死 角

不定期巡护。

与护林队差不多同一时间成立的还

有村里的湿地保护队。湿地保护员会定

期或不定期沿着湿地的围栏进行巡护，查

看围栏是否有损坏，并捡拾周边垃圾，为

保护生态环境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了广大野生动物保护员、

护林员、湿地保护员的履职尽责、坚守岗

位，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才能持续改善，稳

中向好。

绿色发展 群众吃上“生态饭”

近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西藏农牧区旅游。昔

日靠伐木、放牧为生的村民，开设家庭旅

馆、办藏家乐、卖土特产，吃上了“生态旅

游饭”。

在西藏东南部林芝市米林县境内，

有 我 国 保 护 最 完 整 的 原 始 林 区 。 从 家

住琼林村的村民央金家门口远远望去，

南 迦 巴 瓦 峰 在 碧 空 如 洗 的 蓝 天 下 闪 烁

着白光。

很多年前，央金一家靠伐木为生。“有

时看到上百年的大树被砍倒也很心疼，但

没办法，要修房，还要取暖，生活也需要

钱。”如今，琼林村村民不仅不砍树，还主

动封山育林，守护着这片给予他们富足生

活的森林。“游客来这里就是看森林的，没

有森林，旅游就发展不起来，我们不能再

毀坏它了。”央金说。

巴松错、色季拉等国家森林公园和

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大峡谷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成为了新的经济

增长点，为不少农牧民提供了新的增收

渠道。

2020 年，我区落实各类生态补偿资金

296.3 亿元，更多群众吃上了“生态饭”，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社会自觉。

如今的西藏，冰川草地溪流纯净如

初，飞禽走兽游鱼欢快怡然，仍然是世界

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