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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沙争地盘

记者与泽库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工作人
员一起，从县城出发向和日镇奔去。一路向
前，车窗外草儿绿、花儿黄、天空一片湛蓝。

当汽车行驶至和日镇直干木村时，记者
被远处的景色深深吸引。蓝天、白云、沙丘，
草原深处竟然有如此独特的风景：一座沙山
林立在茫茫草原，一片绿油油的树林依偎在
沙山身旁，犹如婴儿熟睡母亲臂弯，又似一道
绿色屏障，黄绿相间、色彩靓丽。泽库县环境
保护和林业局办公室主任仁青诺日告诉记
者，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的沙子一度蔓延到
公路上，车子都无法行驶。如今，沙山脚下的
这一抹绿色，不仅使周围的环境更加美丽，还
减轻了附近草场的沙化程度。

据悉，泽库县沙化土地面积达20万亩，其
中较严重沙化面积达 8.96万亩，主要分布在
和日镇，总土地面积为151.67万亩，但沙化土
地面积达2.2万亩，其中半固定沙漠化土地面
积1.1万亩，流动沙地0.4万亩，占全县土地沙
化面积的24%。

“十二五”以来，泽库县积极争取防沙治沙
项目资金，争取得到国家和省上的重视和支
持。林业部门在努力申请争取各类生态建设
项目，多次向省三江办汇报，争取纳入三江源
生态治理内容，并协调省林业局将泽库县纳入
了全省防沙治沙重点县规划之中。针对沙化
程度，泽库县因地适宜的制定治理措施，一是
对轻度沙化区域采取人工植被恢复、封育自然
恢复等措施防治沙化程度加剧，通过今年的恢
复措施，基本控制土地沙化；二是对沙化较严

重区域，采取防治结合的措施，通过人工造林、
种草等措施治理沙化土地，防治沙漠面积的扩
大；三是结合三江源移民工程建设对红线区域
内的牧户进行移民，设立完全禁牧区、保护治
理区，并把防沙治沙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望着直干木村的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
泽曲林场才华场长告诉记者，他们从 2007年
开始在这里开垦了11亩试验地，种植青杨、云
杉、沙棘、柳树等，从 2013年起每年种植 200
亩，主要由林业局、县委县政府、和日镇学校、
镇政府、泽曲林场的工作人员出动，目前已治
理沙化地 611亩，明年在才切日山周边将有
800亩的治理目标。今年，泽库县在省治沙站
和州林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支撑下，于 5月 1
日在沙化严重地区和日镇直干木村，全面启
动高寒地区防沙治沙综合治理技术示范项目
建设工作。在此项工作中主要采取机械防治
和生物防治的技术措施，机械防治 100亩，生
物防治100亩。截止目前，采用尼龙沙袋设置
机械沙障完成65亩。

远望附近的沙丘，工作人员在海南州珠
玉生态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
在种植沙柳、高山柳、柠条和沙棘，用这些植
物来做生物纱障防沙治沙。

要绿起来，还要富起来

在才华场长的指引下，记者来到占地 50
亩的直干木育苗基地，其中 35亩种植的全是
高山柳。才华场长说，今年宁秀乡也有 50亩
的育苗基地，栽植各类苗种 35万株。由于这
里是沙壤土地，土质不好，一般出苗就得2至3

年，但在这里至少需要5年。考虑到土质类似
的原因，如果在这里培育成功，也将极大地改
善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

为进一步逐步改善全县生态环境，提高
牧民收入。通过充分调研和邀请专家论证，
2012年在和日镇和日村修建了50亩的高海拔
育苗示范基地，同时发展了 10户群众开展家
庭育苗产业试点，经过三年的示范试验育苗，
已初步确定了适宜在该县栽植的苗木主要以
高山柳为主的高海拔抗寒苗木。为此，泽库
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为积极发挥好和日高海
拔育苗示范基地育苗引领作用，在西部地区
发展好育苗产业经济。今年开春后，县上立
即组织技术人员对和日高海拔育苗示范基地
不适宜在该地区生长的苗木进行了移植、更
换、土壤改良，期间共扦插高山柳苗木 65200
株，改良土壤 50亩，移植苗木 90000株，通过
技术人员及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已全面完
成了育苗的各项工作。和日高海拔育苗示范
基地苗木、土壤改良工作，为泽库县发展育苗
产业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增加了群众发
展育苗经济的信心，为西部地区今后发展育
苗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育苗基地，记者看到各种类型的树种种
植已初具规模。据悉，育苗基地的建设对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自然环境以及提高
土肥供养能力等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
时为该县今后实施封山育林、人工造林、村庄
绿化等生态保护工程可提供质量更好、存活率
更高的适地苗木，为生态建设打下良好的基
础，也为和日镇地区增添了新的亮点。项目的
实施，既为工程区牧民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就业

机会，增加牧民收益，同时解决了就近就地打
工的问题，通过实际生产的培训掌握了育苗的
技能，为泽库县三江源生态移民找准了后续产
业的路子。根据建设规模和产量测算，项目运
转起满后可年出苗木50万株，年收入可达 50
至 70万元。同时，也可积极聘用当地牧民投
工投劳，使项目区牧民可增加一定的收入。让
泽库绿起来的同时富起来。

依托环境资源，保护湿地

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也
是自然界富有生物多样性和较高生产力的生
态系统。青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地
球四大超净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独特的地理
环境造就了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大
面积湿地生态系统，形成了冰川、雪山、河流、
湖泊、沼泽等多种湿地类型。

据调查，目前泽库县湿地总面积 59.53万
亩，主要分布在多禾茂乡那模拿、麦秀镇那果
模、桑那沟、南恰沟等；泽曲镇小泽库滩、那么
河滩、泽曲河两岸，恰科日措日更湖附近，其
出现分布广，相对面积较小，保护难度大的特
点。泽曲镇那么河滩湿地相对集中，面积也
较大为13.349万亩，野生动物活动较为频繁，
可作为该县湿地保护实验地，以拉么河滩为
中心辐射泽曲林场泽曲河流域湿地、多禾茂
乡官秀寺林场湿地，健全保护机构，加强能力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植被恢复与生态治
理力度，使全县自然保护管理水平和保护力
度显著提高，保护范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重
点保护对象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据悉，在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
面，泽库县还打算，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向国家
申报湿地公园建设项目，利用湿地公园建设，
提供对湿地的保护力度，提供群众的湿地保
护意识；在泽曲镇那么河滩湿地成立专门的
保护机构，积极申报项目，争取资金，在湿地
拉设网围栏，修建管护站，进行全封育保护，
充分保护的基础上适当的开放部分地区发展
湿地旅游业，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将湿地纳
入到林地和草原生态补偿范围中，消除群众
生态误解，没有经济利益的错误想法，做到既
保护生态又增加收入。

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
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返回的路恰好途径和日
石经墙。同行的万玛和诺日仁青介绍，今后
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础上，他们将全力申
报泽库县泽曲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力争今年
完成规划编制和上报工作，加快和日沙化地
的治理工作，努力申报泽库县和日国家沙漠
公园项目，这样，从和日石经墙到沙漠公园，
再到国家湿地公园，开发旅游文化，积极探索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之路，真正加快
泽库县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苗木培育苗木培育：：构构筑泽库绿色生态屏障筑泽库绿色生态屏障
———— 探访泽探访泽库县高海拔苗木培育基地库县高海拔苗木培育基地

文文 // 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韩丽韩丽记忆中的泽库县城没有一棵树，一
年当中的很多日子都与风相伴。有人开
玩笑说，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真的比养个
孩子还要难。高寒使得树木成活率极
低，种植成本高，生长周期长，但就在这
样的环境里，却有这样一些人，为实现泽
库的“绿色梦”，与大自然斗智斗勇……

泽库县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即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又是黄
河三条一级支流（隆务河、泽曲河、巴河）
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有机畜牧业县，生态
地位极其重要。自泽库县委、县政府确
立了生态立县的战略目标后，全县上下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原则，狠抓生
态保护工程建设，认真梳理生态保护工
作，因地适宜的制定生态保护方案，确保
三江源生态净土安全。

直干木村机械、生物沙障防治现场。

和日镇高海拔育苗示范基地高原柳长势喜人。

初具规模的绿色屏障初具规模的绿色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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