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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那曲市按照“保护优

先、积极建设”的总体工作思路，紧紧围

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造林绿化、资源林

政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草原执法、森

林防火等重点工作，狠抓工作落实。通

过 5 年的不懈努力，确保了全市自然保护

区建设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进

一 步 加 大 ，林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成 效 明

显。在此基础上，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

还制定了“十四五”期间的工作规划，着

力推进绿色发展、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坚守生态红线，

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着力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5 年来，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精心安

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全部完成上级下

达的造林绿化任务。截至目前，消除“无

树 户 ”18640 户 、“ 无 树 村 ”306 个 、植 树

326625 株 ，其 中 ，超 额 完 成 无 树 户 3968

户、无树村 49 个。着力开展消除“无树单

位”活动，组织农牧民群众及干部职工义

务植树 3200 余人次，主要树种以柳树、杨

树、云杉为主，完成消除“无树单位”102

家，植树 37121 株。

比如县、巴青县、索县三县实施生态

安全屏障防护林工程，5 年完成造林总面

积 12766.6 亩 ，总 投 资 4710 万 元 。 2016

年，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在那曲城南加

油站对面规划近 1 万平方米地块，实施集

中连片造林试种，共种植云杉、柏树、北

京杨等树种 4560 株，并在建设局、农牧局

等 8 家单位试种栽植 450 多株云杉，为今

后高寒市造林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为保障在市所在地进行大面

积高寒造林试种基地建设及城镇绿化各

种树木顺利过冬、提高来年树木成活率，

那 曲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投 入 资 金 约 30 万

元，利用阳光板为 4560 株树木进行防寒

及保暖。

那 曲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重 点 以 高 山

柳、阿里班公柳为试种树种，在市迎宾路

顺利完成植树试种，总长达 7 公里，试种

树木 33000 余株，同时，2019 年在市迎宾

路制作植树护栏约 7 公里，总投资 549 万

元。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在两个试验基

地、11 家市直单位、8 所中小学和浙江西

路等区域植树试种树木 5200 株，投入劳

力 617 人次、投入资金 290 万元。

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

2015 年起，那曲市组建了第一批专

业管护队伍，在比如、索县、嘉黎三县建

设 12 个专业管护站，招聘专业管护员 60

人 ，专 业 管 护 人 员 于 2016 年 1 开 始 上

岗。现全市共有护林员 4102 人，人均管

护面积达 1900 余亩。针对全市公益林管

护工作，2014 年那曲市在嘉黎县忠玉乡

开 展 公 益 林 专 业 管 护 队 伍 组 建 试 点 工

作，招聘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技能的农

牧民，组成公益林专业管护队，在试点成

功的基础上，2015 年投入 800 多万元建设

了 11 个公益林专业管护站。在公益林专

业管护员和广大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

林区群众保护森林的意识明显增强，乱

砍滥伐、毁坏林木、违法征占用林地、非

法收购、非法开采等破坏林地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同时，通过对公益林区采取封

禁保护措施，森林资源大幅度增加，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按照“政治建警，依法治警”的要求，

紧紧围绕林业生态建设大局，森林公安

以保护森林资源及野生动物资源、维护

林区社会治安稳定为己任，开展了各类

打击破坏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违法犯罪活动。

5 年来，国家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林业系统项目总投资

达 5.29 亿元，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

保护区建设工程 4 个，重要湿地保护与恢

复工程 4 个，防护林等项目 12 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项目 11 个，湿地保

护奖励补助资金项目 4 个，野生动物肇事

补偿资金项目 1 个，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体制机制改革试点项目 1 个，湿地生态

补偿资金项目 1 个，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基金项目 1 个，疫源疫病监测站建

设项目 3 个。

截至目前，那曲市已建立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区 20 个（含 4 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整个保护区总面积 17.07 万平方公

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39.7%，逐步形成

了各种级别、多种类型的保护区网络，为

有效保护各类野生动植物资源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基础。

不断推动绿色发展

今年以来，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不断推动全市

绿色发展，并根据过去造林工作的经验，

制订了“十四五”期间关于林草保护的重

点工作计划。

在 总 结 过 去 造 林 工 作 经 验 的 基 础

上，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不断加大造林

工程改革力度，积极探索新的造林模式

和管护模式，解决年年种树、年年见不到

林子的突出问题；利用各项造林工程项

目，完成义务植树、“四旁”植树 8 万株，在

迎宾路等高寒植树试种补植 1000 多株，

完 成“ 两 江 四 河 ”等 生 态 修 复 造 林 3000

亩，实施森林抚育项目 7.5 万亩；配合建

设西藏羌塘国家公园，完善相关保护制

度；进一步整合优化全市自然保护地，完

善监督管理机制。

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高度重视宣传

工作，持之以恒抓好林业法律、法规和政

策宣传，使林草保护工作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利用新兴媒体加大保护工作成果

宣传力度，更好地展示藏北独特自然风

光和藏羚羊、野牦牛国家公园的魅力；向

林区、草原和自然保护区群众广泛开展

思想教育，树立只有保护好大自然赋予

的资源，才能改善生活的理念。

激 发 绿 色 发 展 新 活 力
—近年来那曲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万靖 谢伟

山南市扎囊县藏草万亩植物种苗

繁育基地建立于 2017 年，基地总占地约

1 万亩，分为科技扶贫种苗科研区、科技

扶贫种苗示范区、生态修复示范区三个

区域。一直以来，该基地秉承“先科研

后修复”的理念，始终坚持“适地适树、

适地适草”的原则，通过“引种驯化乡土

植物来进行生态修复”的方法，在我区

开展科研工作。此外，该基地还与中科

院植物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

研究院、西藏农牧学院等合作，开展野

生种质资源采集、青藏草原牧草选育、

藏草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自 2017 年起，该基地就对西藏全境

进行种质资源采集，经过 3 年的野外工

作 ，共 采 集 西 藏 乡 土 植 物 种 子 200 余

种。在采集的乡土植物中，先后试验播

种 76种，其中，出苗 31种，对其生长情况

进行观察记录，包括发芽（或返青）、长

势、生长量、抗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目前的驯

化工作中，我们重点筛选出小蓝雪花、

喜马拉雅紫茉莉、毛蕊花、独活等 10 余

种乡土植物品种，综合长势表现良好，

具备良好景观效果及一定的生态修复

和保护功能。”

通过野生乡土植物的驯化和培育，

如 今 ，该 基 地 里 栽 植 的 苗 木 有 常 绿 乔

木、落叶乔木、果树、花灌木及热带苗木

共 278.64 万株，其中，常绿乔木 313118 株。热带苗木包含榕树、芭蕉、蒲

葵、棕竹、红叶石楠等共计 43种，7158株。

“基地建起来之前，这里就是一片荒地，每年二三月开始刮大风，能

见度很低，严重的时候还要封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基地建成后，整个乡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该基地负责人说。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该基地还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不少收益。项目区

村集体土地流转 8200 亩，按每亩土地年租金 50 元，村集体年合计创收 41

万元，覆盖带动 178 户 818 人增收；项目开展至 2021 年 5 月，务工人员累计

发放工资 2231 万元；租用项目所在地阿扎乡工程机械，工程机械租赁费

用累计支付 842万元。

仁庆罗布是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的技术人员，他告诉记者：“在

基地打工每天有 160 元工钱，离家近、活也轻松，还能学到植物栽种技能。

现在，对于灌溉、除草、施肥、修枝、育苗这样的技术活，我早已得心应手。

自从有了藏草基地，大家的环保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会在房前屋后种

草种树，为改善生态环境、营造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下一步，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将继续推进乡土植物科研，通

过科技支撑，将当地村民发展成为技术人员，并参与到整体项目发展中，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那 曲 市 森 林 消 防 大 队 防 火

执 勤 所 处 的 索 县 荣 布 镇 瓦 多 改

村，环境优美，历史悠久，拥有布

加雪山、各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

物及多种名贵药草。

每 年 国 庆 期 间 是 布 加 雪 山

的最佳观赏时期，来自各地的游

客数量增多，防火形势严峻。

按 照 西 藏 森 林 消 防 总 队 统

一 部 署 要 求 ，每 年 国 庆 期 间 ，那

曲 市 森 林 消 防 大 队 防 火 专 项 行

动 执 勤 分 队 主 要 负 责 布 加 雪 山

防火执勤、隐患排查和助民帮困

工作，全方位为布加雪山游客保

驾护航。

执勤期间，执勤分队在景区

入口设卡检查、向游客宣传防火

常 识 、发 放 宣 传 手 册 ，积 极 为 游

客 群 众 解 难 帮 困 ，同 时 ，深 入 景

区开展防火宣传和监察工作，切

实将防火专项工作全面深入、全

面覆盖。

2020 年 10 月 4 日 下 午 ，担 负

景 区 内 执 勤 任 务 的 排 长 白 玛 罗

布 发 现 有 游 客 打 算 在 景 区 内 生

火，他立即召集执勤分队上前制

止，并收缴其火源。

面对执勤人员的举动，游客一

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为获得游客

的理解，白玛罗布耐心向他们讲解

了野外用火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后

果，游客听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主

动和执勤分队人员一一握手，感叹

道：“非常感谢消防员的提醒，人民

有你们，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好，

祖国也将越来越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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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曲市森林消防大队执勤分队：

布加雪山下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万靖 谢伟

2015 年，那曲市聂荣县正

式设立并建设县城湿地一期、

二期保护建设项目，该项目投

资 1500 万元，保护湿地面积约

为 1720 亩，包括景观廊道、灯

饰、围墙、湿地生态修复、水治

理等工程，有效保护县城及周

边生态环境。随着配套设施

的不断完善，如今，聂荣县湿

地公园早已成为人们茶余饭

后的好去处。

图 为 群 众 在 湿 地 公 园 里

散步、拍照。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摄

配音是一门语言艺术，配音演员根据原片

的人物形象，运用语言表达技巧再度刻画人物，

在影视创作中属于三度创作。一部成功的译制

作品，应该给人留下语言出自人物内心、真实可

信的感受。观众欣赏译制节目，开始可能会对

语言与人物形象产生距离感，但随着剧情的推

进，观众逐渐被配音中的真情实感所打动，通过

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他们心中确立，身心都

处于情境之中，最后达到“原声原人”般的境界，

这种效果就是配音艺术的感染力，也是配音演

员在创作中应该致力追求的。

那么配音演员如何用语言塑造有强烈艺术

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呢？

一、充分理解人物，挖掘出表达
感情的依据

理解人物，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极为重要，

需要反复观看原片和推敲台词，了解人物的所思

所想、所作所为，从而挖掘出表达感情的依据。

在语言表达中，语气、语调是表现人物感情变化

的重要手段。语气轻重、语调高低，是由人物对

待事物的态度决定的。把握好了两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使语言产生丰富的感情变化。因此，我

们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一定要深入分析人物的内

心活动，细心推敲剧本，挖掘潜台词，寻找语气、

语调的表达依据，一旦依据找准了，人物复杂的

感情就可以呈现出来。在语言的运用上切记简

单化、公式化，不能生搬硬套，无根据的语言表达

可能会产生反效果。我们在寻找表达依据时，千

万不能忽视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因为细微的心

理变化往往是重要的语言表达依据。

与此同时，要不断培养配音演员对片中人

物的创作感情，力求做到与人物心灵相通，心

有所动，情才有所出。语言贯注了感情之后，才

能打动人心，使人物具有生命力，给人以艺术的

享受。感情是语言的内容和生命，声音是语言

的手段和形式，人物的感情最终要靠配音演员

的声音技巧去体现。

二、练习发声方法，学会改变自
己的音色

在译配的电影或电视剧中，人物的声音形

象应该要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好像一部交响

乐，声音变换、优美和谐、感人悦耳。音色是由

人物的身份、年龄、职业、性格所决定的，所以配

音演员应该从人物需要出发，不仅能够运用自

己自然的音色去塑造与自己接近的人物，同时

还能够改变自己的音色，塑造一些与自己声音

条件有较明显差别的人物，赋予人物该有的色

彩，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当然，改变音色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它是受一定的生理和能力限制

的，但只要经过训练，掌握科学方法，学会改变

发声位置，自如地调节共鸣腔，就能够使自己的

声音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变化。音色变化一定要

做到和谐、通畅，不能有压迫感，有压迫感就会

显得不自然、不真实。

笔 者 曾 在 电 视 剧《大 宅 门》里 为 一 个 皇 宫

里的老太监配音。此人奸险、狡诈，外貌干瘦

孱弱，走路也颤颤巍巍，考虑到老太监具备生

理变化和心理畸形等特征，笔者运用了尖、细、

阴、柔的特殊音色来表现人物阴阳怪气的性格

特征。

某些剧中人物有着时间跨度较大的成长过

程，年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和思想感情也随

之发生变化，如此，音色也应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般来说，少年时期发音应以口腔、头腔共鸣为

主，声音明亮、口齿流利，节奏较为明快，到了中

年就应以口腔、胸腔共鸣为主，声音厚实，语言

节奏稍为平稳。但是这种变化往往不是突变

的，而是随着剧情发展逐步渐变的，这就需要配

音演员灵活控制自己的音色，掌握好各个阶段

渐变的分寸，保持音色能紧贴人物。音色在局

部环境中，有时也需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

由情境不同、人物关系不同、人物感情不同而决

定的。 这种变化对音色的要求是极其复杂和

细致的，稍有偏差，就可能会游离人物，这就需

要配音演员身心全都投入到特定环境中，感觉

抓准了，细致的音色变化就会自然地产生。

三、气息、音量的自然运用不可
忽略

人物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这些情感会随

着情景的变换、矛盾的冲突此起彼伏，人物的气

息活动也会随之而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各

有情，情随境迁、气随情变。如果气息活动运用

得当，有助于准确、鲜明地传达人物的思想感

情。配音的气息运用不是简单随意的，它受人

物感情脉搏所制约，譬如，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

探子急忙跑进军营向将官禀报军情，在他没有

说话之前，我们应该估计到他在喘气，这种喘气

的声音千万不能忽略，这是表现人物情绪的着

重点，如果忽略了，情景就会改变。假如是军情

相当紧急，气流摩擦口腔的声音还应更加强烈，

而且声音的节奏需由人物胸部起伏的快慢来确

定，应做到每一拍都吻合，气息活动看似简单实

则重要，现在却被不少配音演员忽略了，导致人

物情绪与环境不吻合，与原片脱节。

一般来说，由感情变化引起的各种气息活

动，如叹气、抽气、憋气、托气等，配音时所运用的

方法与实际生活是基本相同的，但要注意气息的

轻重、长短和节奏。不同的气息可以产生不同的

感情，因此，要讲究灵活控制，运用适度。语句中

的某些停顿，如顿号、逗号的停顿，或者口型限制

的停顿，语气虽然间歇，但气息不应该断。语言

之间有气息相连，可以保持情绪的连贯。

配音非常讲究环境感和距离感。电影、电视

有多种镜头表现形式，如特写、全景、中景、远景

等，这些镜头表现形式决定着声音的大小、远

近。演员要根据变化控制自己的音量，当然还需

要录音师的协助，另外，人物之间的交流距离也

决定了声调的高低，如果声音层次处理得当，可

以增强语言的真实感。配音与舞台表演的环境

感、距离感有较大的差别，舞台上演员要与观众

直接交流，要把声音清楚地传送给每个观众，因

而环境感、距离感是尽量夸大的。电视与舞台不

同，电视有自己独特的传播方式，加上画面小，观

众范围小，而且观众审美角度不同，这就要求电

视配音的环境感、距离感比舞台更生活、更真实，

基本上是接近现实生活的。因此，这就要求配音

演员在感情表达上、声音控制上做到自然、真实，

过分夸大就会显得虚假，脱离画面。

配音艺术归根结底是声和情结合的艺术，我

们在创作中，只要把两者相互关联的因素结合成

一个有机体，做到以情带声、声情交融，就能塑造

出声画完美统一，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西藏广播电视台）

如何用语言塑造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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