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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今年起，我区将试行营造林先造后补。“营
造林先造后补是指区内外各类建设主体依照
招投标等程序取得营造林资格，并按照批复
的作业设计先行筹资营造林，按合同约定的
期限、数量、质量等完成营造林任务，对其承
包工程的安全、费用和进度负责，通过各阶段
验收后获得财政补助资金的营造林建设模
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个办法适用于在自治区范围内
从事营造林先造后补项目管理、设计、建设、
监理的单位、个人等。”

营造林先造后补项目建设主体包括各类
企业、林（农）场、各类专合组织、营造林专业
合作社、农牧民施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社
会组织、个人等。记者了解到，我区规定营造
林先造后补地类原则上包括区内各类宜林地，
集中连片营造林面积原则上应在500亩（含本
数）以上；除日喀则市、山南市、阿里地区外，可
放宽至200亩（含本数）以上。

《办法》提出，鼓励个人、村级组织、合作
社、企业等承包宜林荒山荒坡、荒滩荒地开展
植树造林。承包荒山荒坡、荒滩荒地植树造
林的，参照《西藏自治区营造林先造后补工程
建设检查验收办法》，经第3年竣工验收合格
后，依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确权颁
证，并给予一次性补助。“会根据地形、地类和
造林难易程度等进行补助，经济林每亩补助
1500至2200元，生态林每亩补助1500至2000
元。”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还会根据营造
林先造后补工程建设实施情况，对建设主体
给予奖励或处罚。营造林先造后补工程被评
为优良工程的，对建设主体给予表彰，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参与林草工程建设；营造林先造
后补工程被评为不合格的，经整改后仍未达
到验收标准的，以及管护措施不到位影响造
林质量的，将建设主体列入黑名单，停拨建设
资金，3年内不得承建林草工程项目，并按照
合同约定依法追回经济损失。

今年起我区将试行营造林先造后补
鼓励承包，根据造林难易程度等进行补助

为筑牢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美丽西藏和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国土绿化的积极
性，提升营造林质量，加快国土绿化步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营造林工作实际，我区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营造林先造后补实施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文/图 记者 李海霞

商报讯（记者 次吉 实习记者 列珍）近
日，记者从幸福家园建设管理局了解到，雅鲁
藏布江干流山南森布日段防洪（含山南市贡
嘎县森布日幸福家园沿江公路）工程（以下简
称森布日防洪堤与沿江公路结合项目）建设
工作目前正稳步推进。

森布日防洪堤与沿江公路结合项目位

于山南市贡嘎县岗堆镇境内，起点位于森
布日村附近，堤线（路线）沿雅鲁藏布江一
级阶地布设，终点桩号为 K9+865，接 S508
江北公路。

森布日堤防（公路）工程全长9.865千米，
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荷载等级公路Ⅱ
级。堤防工程以5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堤

顶宽结合堤路建设要求，堤顶宽度确定为
10.08米，路面宽度为9.4米，森布日防洪堤与
沿江公路结合项目总投资14697.9万元。

项目代建单位山南雅投公司现场负责人
周战国介绍，该项目自2019年9月1日开始施
工，目前工程总进度为80.5%，预计2020年9
月初完工。目前投入各种大型机械30余台，

运输车辆50余辆，人员450余人。
“建设防洪堤主要是为了有效控制丰水

期时可能会引发的洪水，保护当地群众免遭
生命财产损失。而沿江公路是在满足交通需
求的基础上，与旅游观光结合，打造沿江旅游
观光带，促进森布日搬迁住户实现就业增
收。”周战国说。

森布日防洪堤与沿江公路结合项目预计9月初完工

搬运准备种植的苗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