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乘车来到尼洋河大

桥，远眺水波荡漾、草木葱茏的

雅尼湿地，听取雅鲁藏布江及尼

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

保护区建设等情况。习近平强

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守护好这里

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七月的雪域高原，天高云淡。

站在位于林芝市巴宜区的尼洋河

大桥上，目之所及，水阔波幽，群山如

黛。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乘车来到尼

洋河大桥，远眺水波荡漾、草木葱茏的

雅尼湿地，听取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

情况。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和保护，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

千山。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自治区党委、政府用对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忠诚的实际行

动做好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定不

移建设美丽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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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

环境。

如今，行走在辽阔的雪域高原，湖

泊澄净、森林茂密、雪山巍峨、牧场广

阔，美丽西藏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以前，由于受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雅鲁藏布江一带沙化严重，植

被变少，到了河水泛滥期，汹涌的江水

更是肆意破坏良田土地。那时候，沙尘

天气频发，一到下午风沙吹得人眼睛都

睁不开，位于雅江沿岸的林芝市巴宜区

米瑞乡色果拉村的村民们经常灰头土

脸。风沙不仅对村里的房屋造成损坏，

也给村民的健康带来威胁。

这样的情况必须作出改变。2008

年，乔次仁被选举为色果拉村党支部书

记，第二年他便开始带领村民实施防沙

造林工程，制定了每年种树面积两千到

五千亩的任务，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

过。十多年间，色果拉村已经种了几十

万棵树，种植面积接近七万亩。

现在的色果拉村，绿树掩映、景色

迷人。宽敞笔直的水泥道路，干净整洁

的村容村貌，一栋栋特色鲜明的工布新

居错落有致。庭院里，鲜花怒放；居室

内，窗明几净。村民们热情好客，脸上

挂着笑容、写着幸福。

当了二十多年村干部的乔次仁深

深体会到植树的益处，十余载不间断的

植树造林，让这里的生态逐渐恢复，乔

次仁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当然，色果拉村发生的变化只是我

区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

“从‘十二五’开始，国家就将雅鲁

藏布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有关规

划之中，不断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先

后投入 73.63 亿元，实施了源头生态修

复、干流河道整治、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系统治理、流域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和

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程，流域生态环境持续保持良好。”21

日，在向总书记汇报雅鲁藏布江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情况时，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厅长罗杰说，目前雅江流域内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 99.4%、水质均达到或优

于 III 类标准，水清河畅岸美，言语中满

是西藏环保人的热忱与自豪。

人人参与生态保护

“我们站是守护原始森林的第一

站，这个口子必须守好。”前不久获得全

国“最美生态护林员”称号的林芝市米

林县丹娘乡鲁霞沟管护站生态护林员

白玛次仁说，他每天都要巡山，防止有

人偷采偷伐。

今年已经 72 岁的白玛次仁一辈子

都生活在丹娘乡鲁霞村。他和另一位

护林员，68岁的索朗次仁常年守在鲁霞

沟沟口，那里的原始森林内生长着雪莲

花、云杉等珍贵植物，生活着多种国家

级保护动物。

为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白玛次仁通

过耐心细致地走访宣传，使村民爱林护

林和保护生态的意识不断提高，在鲁霞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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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鲁霞村的村民都成了保护

森林资源的卫士。村里还会组织群众

在村子周围的道路沿线清理垃圾和枯

死的树木枝干，消除山火隐患。

总书记指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

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为守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我区

不仅采取最严格的环保措施，也充分调

动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形

成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

循环长效机制。

仅 2021 年，我区就有 46.62 万人加

入到了生态保护岗位上来，这些岗位都

由 像 白 玛 次 仁 这 样 的 普 通 农 牧 民 担

任。“我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自己，是为

了家乡的山和树，为了子孙后代。”白玛

次仁老人的话代表了西藏高原无数护

林守山人的心声。

生态保护拓宽致富路

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提高生态环境

治理水平，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

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近年来，为加大生态富民力度，我

区积极争取中央加大对我区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支持力度，2021 年转移

支 付 达 到 31.39 亿 元 ，较 2020 年 增 加

5.46 亿元，增长 21%。同时，为了加快

林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我区在林业发展

相关政策指导下，逐步克服市场管理松

散、生产技术水平偏低、资金支持力度

不够等短板，开始尝试多元化发展经

营，借助本地丰厚的林下资源和有利的

自然条件，积极推进林下资源产业链的

发展与完善，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为群众带来了看得见的“红利”。

在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一块块草方格整齐有序地被固定在

沙堆上。从示范区附近的扎囊县扎其

乡充堆村、罗堆村赶来的村民正在制作

小木棍，用来固定草方格。

“一天可以挣 180 元，一年下来大

概有 4 万元收入。”正在制作固沙小木

棍的达娃坐在简易棚下，笑呵呵地和记

者交流。他说，他家就住在扎囊县扎其

乡罗堆村，离干活的地方不远，既能顾

家，又能增加收入，他很满意。

在工布江达县巴松错景区，顺着

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进入茂密的山

林深处，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欢声笑语，非常热闹，这是一群游客在

当地农牧民的带领下在采摘野生菌，

体味采摘和野外的乐趣。游客支付给

“引路人”一天 150 元到 200 元不等的

费用。

如今，在雪域高原，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群众生活越来越好，祖

国的西南边疆已经构筑起一道严密的

生态安全屏障。

7 月的林芝，天朗气清。整个工布大地

如暖阳普照般温暖如春。

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尼洋

河大桥，了解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情况，令整个

西藏环保人非常振奋。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下车的

那一刻，一声声问候此起彼伏。

雅鲁藏布江地处西藏南部，发源于西藏

喜马拉雅北麓杰玛央宗冰川，由西向东横跨

西藏南部，在西藏境内全长 2057 公里，流域

面 积 24.2 万 平 方 公 里 ，流 经 西 藏 的 七 个 市

（地）、49 个县（区），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

和人口分布的重要区域。

“从‘十二五’开始，国家就将雅鲁藏布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有关规划之中，

不断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先后投入 73.63

亿 元 ，实 施 了 源 头 生 态 修 复 、干 流 河 道 整

治、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流域植树

造林、防沙治沙和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程，流域生态环境持续保持

良好。目前，流域内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 99.4%、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III 类标准，水

清河畅岸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罗杰

向总书记汇报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情况。

“总书记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就走到

河边看了雅尼湿地的相关情况，又了解了关

于生态保护的一些具体工作，同时对保护好

湿地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总书记告诉我

们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

千山。”罗杰激动万分地说，“总书记视察西

藏环保工作，这不仅是西藏环保系统的荣

誉，更是对环保工作及环保人的关怀，极大

地鼓舞了我们做好西藏生态环保工作的士

气。身为西藏环保人，我自豪！”

“ 总 书 记 对 西 藏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高 度 关

注。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开启新征程，美

丽西藏建设翻开新篇章。我们将以习近平

总书记这次考察为契机，坚定不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奋发有为，不断前行，以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引领新时代西藏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让西藏天更蓝水更绿。”罗杰说。

谆谆教导、殷殷嘱托，总书记的话语记

心间，总书记的叮咛永不忘。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西藏生态，必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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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藏天更蓝水更绿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图①：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水鸟翔集。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图②：护林员在巡逻。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图③：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全景。 本报记者 常川 旦增西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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