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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多年前来到西藏，之后每

次进藏，西藏都会给我全新的感觉，而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藏的山川越来越

绿了。”驴友郭小姐在自己的旅游博客

里这样描述道。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

心，建绿、护绿成为我区越来越多人的

行动自觉。截至 2021 年年底，我区森林

覆盖率达 12.31% 。

落实资金投入——
促进林草生态建设

国 家 历 来 高 度 重 视 西 藏 生 态 文 明

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 的 主 要 内 容 ，提 出 了 绿 色 发 展 新 理

念，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总要求。

中 央 财 政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基 金

政策实施后，我区森林资源得到恢复性

增长。2022 年，我区享受中央财政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的公益林面积达 1098 万

公顷。中央财政下达补偿资金 17.1 亿

元，全区 200 多万名农牧民群众直接或

间接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政策中

受益，10 万余名农牧民专（兼）职从事公

益林管护工作。目前，我区森林面积为

1491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为 22.83 亿立

方米，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现双增长。

同时，我区加大生态保护修复政策

支持力度，聚焦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

市等重点地区，组织实施拉萨河、雅江

中上游等林草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

此外，挖掘我区林草特色产业价值

潜力，积极发展特色林草产业，打造林

下 经 济 示 范 基 地 ，建 设 优 质 饲 草 料 基

地、草原生态修复示范点和优良乡土草

种繁育基地，促进我区林草特色产业健

康发展。

健全制度保障——
确保林草资源安全

2021 年 5 月 1 日起颁布实施的《西

藏 自 治 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高 地 建 设 条

例》，是全区首部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性

地方法规。

自治区党委、政府一如既往重视林

草资源保护工作，2020 年，我区积极探

索建立林长制，成立工作专班，多方面

收集国家以及各省最新发布的相关文

件和林草长制改革最新动态。2021 年

7 月，自治区党办、政办印发了《关于全

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在全区范

围 内 推 行 林 长 制 ，促 进 林 草 资 源 保 护

发展。

近 日 召 开 的 全 面 推 行 林 长 制 工 作

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各级林长责

任区域基本划定，林长制各项工作制度

初步建立，林草资源全域覆盖、源头管

理的保护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截至

2022 年 5 月底，全区五级林长组织体系

已基本建立，共设林长 35185 名，其中自

治区级林长 59 名、市地级林长 313 名、

县（区）级林长 2381 名、乡镇级林长 6819

名、村级林长 25613 名。

“党政主要领导对保护发展林草资

源负主体责任，这是林长制改革的关键

所在。党委、政府‘一把手’主动带头保

护发展林草资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就能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

大多数’，推动林草生态建设目标任务

和措施落细落实。”自治区林草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今年 3 月，为加快拉萨南北山绿化

步伐，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绿化工程建设

的积极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参与拉萨南北山绿

化的政策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法规，

为我区林草资源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也为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打下了坚

实的法治基础。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林 芝 的 桃 花 节 ，如 今 几 乎 家 喻 户

晓。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村民达瓦坚

参在吃上了“生态饭”后，才发现以前砍

树挣钱不多而且还辛苦，现在不砍树了

日子越过越幸福。如今，像达瓦坚参这

样的农牧民群众越来越多。

近年来，我区持续抓好全面停止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工作，不仅有效保护了

7583.68 万亩天然乔木林，还支持了国有

林场转产和林业种苗基地建设、经济林

及林下产品加工等林业产业发展。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

生态化”的思路，我区坚持生态建设和

产业发展并重，实现生态建设和产业发

展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林芝、昌都

两市着重抓好林下资源开发和精深加

工，发展核桃、苹果、山杏、葡萄、蜜橘等

林果产业；拉萨、日喀则、山南三市引进

市场主体，扩大沙棘、核桃种植规模；那

曲、阿里两市地探索野生动物观赏、生

态探险等生态旅游产业。全区各市地

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等特色森林和自然资源，发展森林旅游

产业。

林草生态保护建设投入不断加大，

带动了全区林草资源总量增长和质量

提升。同时，林草产业的发展，极大地

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成为当地经济

发展的强大助力，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双赢”。

草 木 葱 茏 焕 生 机
—我区林草资源保护工作一瞥

本报记者 周红雁

本报巴宜电（记 者 王珊 周红

雁）为 严 格 落 实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六

进 ”活 动 要 求 ，不 断 增 强 学 生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意 识 ，近 日 ，林 芝 市 林 草

局 联 合 市 公 安 局 、教 育 局 、森 林 消

防 支 队 及 巴 宜 区 林 草 局 、教 育 局 ，

组成 9 个宣讲工作组，同步深入市

直 及 巴 宜 区 各 乡 镇 中 小 学 校 ，开

展 以“ 党 建 引 领 聚 合 力 、防 火 宣 传

谱 新 篇 ”为 主 题 的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宣传进校园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以观看一部警示教育片、

上 一 堂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宣 传 教 育

课 、致 家 长 一 封 公 开 信 等 形 式 展

开 ，通 过 播 放 宣 传 视 频 、展 示 图

片 、讲 解 案 例 、操 作 演 示 灭 火 机 具

等 方 式 ，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语 言 ，从 森

林 火 灾 的 危 害 、发 生 森 林 火 灾 的

原 因 以 及 作 为 学 生 在 森 林 火 灾 发

生 时 怎 样 自 保 和 求 救 等 方 面 ，为

师 生 讲 解 了 森 林 防 火 基 本 常 识 ，

着力提升师生森林防火意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鼓励学生

做 小 小 义 务 宣 传 员 ，把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知 识 带 回 家 ，向 自 己 的 家 人 、

亲 朋 和 邻 居 宣 传 森 林 防 火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达 到“ 教 育 一 个 学 生 、带

动 一 个 家 庭 、辐 射 整 个 社 会 ”的 效

果 ，以 实 际 行 动 保 护 好 身 边 的 林

草 资 源 、绿 水 青 山 ，共 同 营 造 争 当

生 态 战 士 、共 建 生 态 家 园 的 良 好

氛围。

此次活动，发放致家长一封公

开 信 8000 余 份 ，涉 及 16 所 中 小 学

校 ，覆 盖 9000 余 名 师 生 ，辐 射 9000

多户林区家庭。

林芝市林草局联合多部门

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红拉山保护区仅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滇 金 丝 猴 就 有 800

余只。每次巡山时听到它们的叫声在

山 谷 中 回 荡 ，我 的 内 心 就 无 比 激 动 。

我 们 村 其 他 护 林 员 也 一 样 ，世 世 代 代

就在此地默默地守护着这群可爱的精

灵，守卫着这片苍翠大地，用爱浇灌这

里的一草一木和山山水水。”家住昌都

市芒康县曲孜卡乡小昌都村的护林员

多贡，一谈起滇金丝猴，就感到无比骄

傲和自豪。

52 岁 的 多 贡 ，家 里 共 有 5 口 人 ，因

大 儿 子 肢 体 一 级 残 疾 ，衣 食 起 居 离 不

开 人 照 料 ，所 以 多 贡 只 能 在 周 边 打 打

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生活过得比较

困难。

2016 年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开 展 后 ，多

贡 正 式 成 为 生 态 护 林 员 ，家 里 的 其 他

劳 动 力 也 在 其 他 生 态 岗 位 就 业 ，仅 林

业 方 面 的 收 入 每 年 就 有 1 万 多 元 ，同

时 还 可 以 采 集 林 下 资 源 ，生 活 一 天 比

一天好。

说起家乡，多贡满怀激动：“我家就

住 在 红 拉 山 脚 下 ，我 们 世 代 都 把 保 护

森林资源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大山、森

林 、草 地 、河 流 、动 物 都 与 我 们 人 类 息

息相关，大山、草地给了我们放牧的地

方 ，森 林 给 了 我 们 美 丽 的 家 园 和 野 生

松 茸 、木 耳 等 林 下 资 源 。 我 们 护 林 员

不 仅 是 家 园 的 守 护 者 ，也 是 护 林 防 火

的主力军。”

芒 康 县 是 实 施 西 藏 天 然 林 资 源 保

护 工 程 三 县 之 一 ，自 2000 年 天 保 工 程

启 动 以 来 ，走“ 生 态 旅 游 富 县 ”的 路 子

已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红拉山越来越绿了，

天空越来越蓝了。红拉山在高原雪山

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碧绿、格外美丽。”

多贡感慨不已。

国家通过生态补偿政策，将保护区

内的贫困群众就地就近转化为护林员

和 管 护 员 ，不 仅 解 决 了 贫 困 群 众 就 业

增收问题，还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实

现了群众绿色就业。生态环境得到了

很 好 保 护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氛 围

越 来 越 浓 厚 ，实 现 了 群 众 增 收 与 生 态

环境保护“双赢”。

多贡认为，作为护林员的第一项任

务是宣传，第二项任务是巡护，第三项

任 务 是 制 止 违 法 行 为 ，第 四 项 任 务 就

是 学 习 。 只 有 不 断 学 习 ，提 高 自 己 的

管 护 能 力 ，才 能 强 化 和 规 范 森 林 管 护

工作。

“巡山是护林员最基本的工作，跋

山 涉 水 、风 餐 露 宿 对 护 林 员 来 说 都 是

家常便饭。但为了山更青、水更绿，这

一 切 都 是 值 得 的 。 如 今 ，红 拉 山 的 野

生 动 物 越 来 越 多 ，这 说 明 生 态 越 来 越

好 了 ，我 觉 得 特 别 开 心 。”多 贡 表 示 ，

“ 今 后 我 们 将 继 续 用 心 守 护 美 丽 的 红

拉山，保护好我们可爱的家园。”

用心巡山护林 守护美丽家园
—芒康县曲孜卡乡小昌都村护林员多贡的护林情结

本报记者 周红雁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近 年 来 ，山 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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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大 力 弘 扬“ 雅 江 造 林 ”传

统 ，持 续 推 进 国 土 绿 化 和 荒 漠 化 治 理 行

动，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全力推动“美

丽山南”建设。

山 南 市 认 真 践 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保 护

好 青 藏 高 原 生 态 就 是 对 中 华 民 族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最 大 贡 献 ”的 殷 切 嘱 托 ，作 出 了 建

设“美丽山南”的重要部署，以筑牢重要的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坚持山水林田

湖 草 沙 冰 系 统 治 理 ，积 极 弘 扬 新 时 代“ 雅

江造林”传统，大力实施植树造林、防沙治

沙 工 程 ，持 续 实 施 国 土 绿 化 行 动 ，做 到 认

识统一、行动坚决、推进有力。

自“美丽山南”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山

南市规划建设索朗嘎咕水利枢纽工程，加

快推进雅鲁藏布江中游综合整治，在雅江

中 游 地 区 开 展 山 体 绿 化 、营 造 林“ 先 造 后

补 ”试 点 工 程 ，试 种 的 矮 化 苹 果 、葡 萄 、沙

棘 、侧 柏 等 取 得 成 功 ，积 累 了 可 复 制 的 成

功经验，为大面积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 南 市 持 续 强 化 绿 色 发 展 ，全 力 推 进

森布日极高海拔生态搬迁安置项目建设，

积极规划建设吉纳产业园区；大力发展设

施 农 业 、现 代 农 业 、休 闲 农 业 等 ，引 进 亿

利、藏草、西普等企业，实施了一大批生态

产 业 项 目 ，形 成 了 衔 接 拉 萨 、日 喀 则 和 林

芝的雅江中游经济带；结合林业项目后续

管 理 和 林 地 经 营 管 理 ，每 年 吸 纳 2 万 余 名

劳动力助力雅江防护林建设，实现人均增

收 450 元至 500 元。

通 过 实 施 大 规 模 防 沙 治 沙 工 程 ，雅 江

中游粮食产量增加近一倍，绿水青山成为

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同 时 ，山 南 市 持 续 深 入 开 展 国 土 绿 化

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广泛参

与。多年来，山南各族干部群众在雅江中

游建起了一条长 160 多公里、平均宽 1.8 公

里 、面 积 达 45 万 余 亩 的“ 绿 色 长 廊 ”，成 功

打 造 了 西 藏 唯 一 的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综 合 示

范区。

如今，植绿、爱绿、护绿的思想深深扎

根 在 山 南 各 族 干 部 群 众 心 中 ，植 绿 就 是

“植福”已成为雅砻儿女的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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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雄县阿热湿地位于当雄县城东北侧，南侧紧邻 109 国道，湿地总面积约 9668.42 公顷，基本以草本沼泽为主。

湿地内主要野生动物有黑颈鹤、金雕、高山秃鹫、赤麻鸭、斑头雁、赤狐、藏狐等；植物有芦苇、西藏嵩草等。

图为夏日的阿热湿地。

本报拉萨报道组 提供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通讯员

杨玉强）近 日 ，在 林 芝 市 巴 宜 区 更

章 门 巴 民 族 乡 久 巴 村 村 民 会 议 室

里 ，驻 久 巴 村 第 十 一 批 工 作 队 队

员为村民发放了“幸福码”挂牌。

“ 太 感 谢 了 ，往 后 到 市 区 卖 草

莓 就 方 便 多 了 ，而 且 草 莓 销 售 肯

定 会 更 好 。”拿 到 挂 牌 的 村 民 迫 不

及 待 地 将 挂 牌 挂 在 胸 前 ，笑 得 合

不拢嘴。

驻 久 巴 村 第 十 一 批 工 作 队 入

驻 第 一 天 就 开 始 忙 活 起 来 ，工 作

队 队 员 走 访 入 户 时 了 解 到 ，村 民

到 八 一 镇 卖 草 莓 时 ，有 些 群 众 文

化 水 平 较 低 ，不 会 使 用 收 款 码 ；而

且 因 为 久 巴 草 莓 品 牌 效 应 ，不 少

地 方 种 草 莓 的 群 众 冒 充 久 巴 草 莓

品 牌 ，导 致 产 品 信 誉 受 到 影 响 ，销

售困难。

了解到群众的困难后，驻久巴

村 第 十 一 批 工 作 队 立 即 召 开 会

议 ，研 究 决 定 为 村 民 设 计 一 款 有

收 款 码 和 盖 有 久 巴 村 村 民 委 员 会

印章的挂牌。

“‘幸福码’挂牌真正给我们带

来 了 方 便 ，驻 村 工 作 队 刚 入 驻 就

为 我 们 办 了 一 件 实 事 。”拿 到 自 己

的 挂 牌 后 ，村 委 会 主 任 旺 堆 忍 不

住竖起大拇指说道。

此次“送你一张‘幸福码’挂牌”

活动，不但解了村民的燃眉之急，而

且 让 村 民 打 心 眼 里 认 可 了 这 支 用

“心”为他们办实事的驻村工作队。

据了解，驻久巴村第十一批工

作 队 入 驻 后 ，便 定 下 了 年 度 为 民

办 实 事 不 少 于 10 次 的 目 标 。 下 一

步 ，驻 村 工 作 队 将 把“ 解 民 忧 、纾

民 困 、暖 民 心 ”贯 穿 工 作 始 终 ，不

断 提 升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驻巴宜区久巴村第十一批工作队

为草莓种植户发放“幸福码”挂牌

水草丰美绿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