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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的土沙丘上遍布草方格，远处还种着沙棘、

花棒等植被，和以前举目四望都是一片沙的景象大大

不同了。”每当驱车经过扎囊县桑耶镇时，记者都会对

这里的景象心生感慨。

山 南 市 扎 囊 县 桑 耶 镇 ，地 处 雅 鲁 藏 布 江 中 游 北

岸。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这里土地沙化

严重，植被稀少，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每到冬春季节，

黄沙漫天，口罩、帽子是人们出门的必备品。

随着 2005 年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批准

成立，这里的荒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治沙技术向多

元化发展，沙化面积逐年减少，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有

了明显改善。目前，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4.8 万余亩，建成综合生态环境监测

场，安装了小型气象站 1处。

科学规划 示范引领

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设立以来，依托

工程项目建设，立足科研引领、技术示范、集成推广，全

力创建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提供了成功的防沙治沙

技术模式。

目前，示范区内试验了草方格、树枝方格、砾石方

格、尼龙网方格沙障和砾石压沙等机械防风固沙措施，

前挡后拉固底削顶、片林防风固沙、乔木防护林带、多

用途桑防风固沙、灌木林防风固沙、乔灌草相结合等生

物防风固沙措施；同时，筛选出了适宜的防沙治沙植物

品种，坚持“乔灌草”相结合，树种选择与经济效益相结

合，坚持引进品种与乡土树种相结合，示范区种植沙生

植物种类 14 科 27 属 34 种，成功试种推广花棒、柠条、沙

柳、籽蒿、油蒿、梭梭、枸杞、沙打旺等引进沙生植物先

锋树种。

“根据流动沙地和半流动沙地的环境特点，我们

采取丘间地造林，沙丘上实施沙障，沙障内栽植固沙

植物和点播沙生植物种子，封沙育草的方式治沙。针

对山坡沙地坡度大、种子位移严重等问题，采取沿等

高线人工踩脚回头撒播。”据示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示范区采用乔灌草混合搭配模式治理流动沙地，植被

覆盖度达 75.1%，而且能够自然更新繁育，形成了稳定

的固沙植物群落。

通过 15 年的投资建设，示范区流动沙丘面积减少

75%以上，沙尘气候明显减弱，连续 6年无沙尘暴记录。

防沙治沙 助力脱贫

依托防沙治沙，实施林业草原生态工程，能够有效

提高林草植被覆盖度，遏制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与

旅游环境，促进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带动农牧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

目前，山南在雅江北岸沙地区域，实施了万亩苗圃

基地、千亩经果林、千亩甘草基地、百亩车厘子基地等

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初步形成了生态种植、生态旅游等

多元生态产业扶贫体系和江北万亩林果经济带，建成

苗圃基地 9028 亩，带动当地群众就业 252 人，累计增收

1015.5 万元。引进亿利资源、蒙草生态、江平生物等企

业，在雅江北岸实施现代农牧业示范基地、甘草基地等

项目建设，带动就业 1432 人，人均增收 9000 元，真正做

到了把黄沙荒漠变成宜居家园、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探索实践出了沙生植物生态产业化的新路子，为

防沙治沙工作注入了新动力。

扎囊县章达村村民达瓦卓嘎对记者说：“我已经在

示范区工作 2 年了，一个月可以拿到 4500 元工资，这比

外出务工要轻松许多。”

提升意识 共防共治

防沙治沙作为一项事关农牧民生活生产、社会经

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社会事业，离不开社会的关注

与支持、人民群众的参与、专业技术力量的投入。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世界地球日”等活动节点，大力宣传防沙治沙法律法

规、政策、先进技术和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参与的防

沙治沙和生态修复社会氛围，极大地带动了全市防沙

治沙项目建设。在防沙治沙工程实施中，积极引导培

养专业技术力量，提升全民防沙治沙能力。通过多年

的实践锻炼，逐渐培养出了一批有经验、懂技术、重实

践的农牧民治沙队伍。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终年与风沙相伴，可没想到

居然有战胜风沙的一天。在技术专家的帮助下，我们

村里的百姓大都学会了种树、种草，所种植被的成活率

都很高，如今的家乡一改往日风沙四起的景象，变得越

来越美了。”达瓦卓嘎高兴地说。

一块块草方格整齐有序地在沙堆排列，喷灌设备

正忙于喷洒……在山南市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的

作用下，山南市境内的雅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掀开了

崭新的一页。

铺 展 绿 色 收 获 希 望
—山南市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多举措使荒漠变绿洲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日

前，洛扎县开展了森林草原防火扑火

技能培训及应急实战演练。

此次培训主要针对森林草原防

火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预

防、扑火职责、火情报告等森林消防

安全知识，对参训人员进行了系统培

训。通过培训，大家对森林草原防火

业务知识、扑火战略和安全扑救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对突发森林草原火灾

应对处置及预案有效操作有了更系

统的体会与理解，对突发事件有了更

加良好的处置策略。

培训结束后，森林消防支队的教

官带领大家学习灭火器材的使用技

能、维修及保养，同时，讲解了灭火器

的性能及使用方法，并现场进行了示

范操作。

此次演练围绕模拟发生森林草

原火灾，大家快速、安全、有序地进行

了模拟扑救，对火灾扑救中的火灾报

警与应急响应、运用风力灭火器、灭

火拖把等展开灭火行动、做好安全撤

离、余火清理、现场留守等进行了连贯演示。同时，森林消防支

队的教官从灭火组织指挥与战术、森林草原火灾的基本原理及

危害、扑火安全与紧急避险、防灭火器材的正确操作方法、应对

火情时如何正确灭火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讲解，整个演练活

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及演练内容丰富，开阔了视野，拓

展了思路，增强了安全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意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进一步提高了队伍整体素质和技能，为做好春季、冬季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我父亲那辈开始，一直守护着这片林子，

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在山南市乃东区，记者见

到了 50 多岁的达瓦欧珠，他告诉记者，27 岁那年，

他从部队转业，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一名护

林员。

达瓦欧珠所说的林子，是山南市境内的雅鲁

藏布江防护林。上世纪 80 年代，山南地区政府决

定在雅江沿岸修建防护林，让当地百姓告别风沙

之苦。横跨雅鲁藏布江谷地乃东、扎囊、贡嘎、桑

日 4 县区的雅江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正式开始。

达瓦欧珠的父亲就是雅江防护林第一批护林员。

达瓦欧珠的父亲叫达瓦坚参，今年已经 73 岁

了，提起当年的事仍记忆犹新：“树苗刚刚栽下去

的时候，很小很脆弱，需要人来管护，当时我就报

名了，没想到一干就是 30多年。”

30 多年来，达瓦坚参几乎每天都会在林子里

待 10 多个小时，查看树木生长情况，给树木修剪

枝叶、灌溉，查看有没有人为破坏和病虫害，每当

有不成活的树木，达瓦坚参也会及时补栽。数十

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因为父亲的工作，达瓦欧珠也经常跟父亲到

雅江防护林管护林子。他回忆说：“当年，巡护林

子时全靠步行，万亩林子转完一圈，基本一天时

间就过去了。现在，防护林里修了便道，可以骑

着自行车、电动车巡查，用在路上的时间少了，但

为了防止有人私自伐木、盗木，我们还是会经常

待在林子里。”

终日与林为伴，达瓦欧珠和父亲是这片林子

的见证者，在防护林建设之前，这里几乎一棵树

都没有，放眼望去，都是漫漫黄沙，可现在，已经

是满目绿色了。

达瓦欧珠告诉记者：“我之前一直不理解父

亲为什么坚持要当护林员，直到看着自己亲手种

下的树渐渐长高变壮，能够防风固土，才懂得我

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份简单的工作，而是能给更多

人带来益处的工作，无论多么枯燥都是值得的。”

多年的管护经验，让这对父子成了半个林木

专家，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对什么时间

栽、栽多深、行距多大等问题都了如指掌。每到

植树季节，村民们也都会找他们来指导。

他们的默默坚守与耕耘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身边的人。达瓦坚参所在村的村民经常自发

种树，无论老少，这里的人都知道植树造林的重

要性，都感恩于这片林子。

风沙小了，天也蓝了。每次看到树木给这片

土地带来的变化，达瓦欧珠就满心欢喜。他说：“将

来，我会继续追寻父亲的脚步，一直坚守下去，让这

片林子更大、更美，造福更多的人。”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近年来，阿里地

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理念，以创建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为抓手，着力筑牢国家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宜居美丽阿里成效显

著。

2018 年至 2020 年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考

核中，阿里地区连续三年获得“优秀”，实施“两

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和海拔 4300 米以下

“无树村、无树户”消除工作，构建了“一核、两

区、四带、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藏羚羊、金丝野牦牛等的数量明显

增加。阿里地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狮泉河水

碧波荡漾，狮泉河镇旧貌换新颜。

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2019 年，阿里地区

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的总体

目标，成立由地委、行署牵头，地直相关单位和

7 县共同参与的创建领导小组，制定《阿里地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创建规划》，致力

于把阿里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城乡一体、环境

优美、生态文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雪域明

珠。2020 年 10 月，国家生态环境部授予阿里地

区“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称号，

标志着阿里生态文明建设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

的基础上，阿里地区积极推进自治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制订《阿里地区关于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 加快建设美丽

阿里的实施方案》，采取地区统筹、各县负责、

自上而下、上下协同的工作原则，打造地区、

县、乡镇、村（居）四级联创，推进全域生态文明

建设一体化。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记者从

相关部门了解到，近年来，拉萨市“禁

白”办进一步提升巩固全市“禁白”工

作成果，取得明显成效，让拉萨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人居环境更美的

工作基础更加坚实。

今年以来，由拉萨市巩固“禁白”

成果领导小组负责人带队，严格督导

检查全市巩固成果工作开展情况，重

点对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城关区

净土农贸批发市场、夺底路农贸市场

等地使用环保塑料袋和使用一次性

塑料袋情况进行了检查，并要求各成

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落实主体责任，

细化工作举措，用实际行动呵护拉萨

的碧水蓝天，共建美丽家园。今年上

半年，拉萨市“禁白”办先后检查农贸

市场 10 余次，监督全市 17 家市场、出

检 59 天、出检 79 人次、下发责令整改

通知书 1 份并没收一次性塑料购物

袋，有效清除了市场上的白色垃圾。

今年，拉萨市“禁白”办按照相关工作

程序，继续组织全市 33 家“禁白”成员

单位签订《拉萨市 2021 年度巩固“禁

白”成果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责任书》，

进 一 步 明 确 各 成 员 单 位 责 任 ，确 保

“禁白”工作落到实处。

拉萨市加大巩固“禁白”宣传力

度，按照市巩固“禁白”成果领导小组

指 示 和 全 市 各 项 宣 传 工 作 要 求 ，市

“禁白”办积极响应并开展“禁白”宣

传工作。通过宣传，进一步增强市民

群众和商户的环保意识，形成人人参

与爱护环境、家家融入美化环境的良

好社会氛围。

如今，越来越多市民群众的环保

意识日益增强，从自己做起，从小事

做起，主动使用环保购物袋，用实际

行 动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拒 绝“ 白 色 污

染”，已经成为拉萨市广大市民在生

产生活过程中的行为自觉和思想自

觉。

三 十 余 载 守 护 情
—达瓦欧珠和父亲的护林故事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拉萨市

巩固“禁白”成果 营造美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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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曲电（记 者 万靖 谢伟）

近 年 来 ，索 县 高 度 重 视 国 土 绿 化 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西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国

土绿化的决定》和《那曲市大力开展

植 树 造 林 推 进 国 土 绿 化 的 方 案》等

文 件 精 神 ，大 力 推 进 消 除“ 无 树 村 、

无 树 户 、无 树 单 位 ”指 标 任 务 工 作 ，

为 建 设 高 原 特 色 生 态 索 县 ，投 入 大

量 资 金 和 人 力 ，在 全 县 范 围 内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植 树 造 林 氛 围 ，有 效 推 进

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顺利推进国

土绿化工作。召开国土绿化动员部

署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推进国土绿化

各项指标任务工作，县人民政府和 10

个乡镇主要领导签订了《大力开展植

树造林推进国土绿化“五消除”》目标

责任书；调整充实索县国土绿化委员

会 ，下 设 索 县 国 土 绿 化 委 员 会 办 公

室，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主要

负责国土绿化日常工作，同时，还成

立了由县委副书记、县长为组长，副

县长任副组长，县（中）直各单位、各

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国土绿化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进一步建立健

全国土绿化工作机制以及将购买国

土绿化树苗所需经费一百万元列入

县财政预算。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国土绿

化工作。索县各乡镇严格按照《消除

无树村、无树户实施方案》要求，以驻

村工作队和村“三委”牵头，组织农牧

民群众、寺庙僧尼、在校师生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完成国土绿化消除“无

树 村 、无 树 户 ”总 体 指 标 任 务 6704

户、27974 人、149326 株树，树种主要

以杨树、柳树为主；嘎木乡还通过采

取乡土树种扦插方式进行种植，并由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进 行 相 关 技 术 指 导 。

索 县 消 除“ 无 树 村 、无 树 户 、无 树 单

位”指标任务达标率达 100%，树木成

活率达到 80%。

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巩固造林成

果。索县各族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

全身心自愿投身到消除“无树户、无

树村、无树单位”工作中，为各单位和

自家房前屋后绿化工作作出应有贡

献，在全县范围内营造了人人种树的

良好氛围；采用保水剂、保土剂等科

学技术，提高树木成活率；实施了大

量的国土绿化造林项目，为提高造林

点的绿化效果，索县自然资源局采用

林草兼做模式，对造林点进行人工种

草，并在造林点重要区域使用高标准

栅栏网进行围栏，有效保障了树木后

期管护工作。

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索县顺

利完成消除“无树村、无树户、无树单

位”指标任务，有效推进了全县生态

文明建设，进一步改善了生态环境和

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群

众植绿爱绿、保护生态、爱护环境意

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索县

推进国土绿化 创建美好生态
近年来，山南市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保

护生态环境，使生态保护深入人心，并取得明显成效。

图为隆子县扎日风景名胜区生态景观。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山青草绿生态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