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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尖扎：：每年每年20020000公顷造林公顷造林速度……速度……
特邀记者 姚 斌

长流贯百川，万叠峻波颠……时逢初夏，
站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群山之巅
——黄河上游灵秀恢宏的南岸，碧水丹山尽
收眼底，极目那一片片泽被后世的福荫，不
禁让人慨叹，举全县之力，尖扎民众绿植大
河的壮志雄心。

尖扎县位于我省东南部，总面积 1714平
方公里，地处黄河上游，黄河流经全县 96公
里，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山大
沟深、沟壑纵横，地质环境破碎，植被稀疏，
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过去的 5年，尖扎县累计完成国土绿化
3.3万公顷，人工造林 8666.7公顷。全县森林
覆盖率由“十二五”末的 28.2%提高到 2020年
的 36.2%，提高 8个百分点，完成近 15年规划
的总体目标任务，开创了全省浅脑山干旱地
区造林样板工程。

“谋”字当头。尖扎县深入贯彻落实“四
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深入实施“一优两
高”战略，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与
脱贫攻坚相结合，以每年不低于 2000公顷的
造林进度在黄河上游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就是为了以源头民众的担当，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

不信尖扎植不绿，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咬
定青山，尖扎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革新理念，
提出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以绿色造特色、以
环境造优势，让荒山披绿、锦绣尖扎的理念
根植于每一名干群的内心。为此，制定详细
实施方案，层层下任务、级级落责任，定期监

督检查，从人员、地块、苗木、栽植、灌溉、管
护全过程、全方位谋划国土绿化工作。

“联”字推进。面对经费、道路、灌溉等棘
手问题，县政府果断决策，举全县之力整合
水利、交通、林业等项目资金 4.5 亿元，坚持
水、电、路先行，制定《青海省尖扎县黄河沿
岸生态治理规划》《青海省尖扎县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累计整合林业、水利、交通等项
目资金，建设绿化项目道路 362公里，建成蓄
水池 127座、引水口 8座、泵水站 5座，铺设供
水管道2180公里。

人心齐、泰山移。5年来，全县共有 10万
多人次投身到国土绿化行动中，参与人数之
多、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部分群众甚至投
身义务植树的洪流中，形成了人人出力、人
人作为的新气象。

“严”字管理。现如今，站在昂拉山顶向
下俯瞰，漫山遍野绿树葱葱，在蓝天白云衬
映下，铺天盖地的绿色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
震撼。环顾四周，满山满坡的油松、山杏、青
海云杉，行道旁的青杨、榆叶梅，让昔日的荒
山披上了绿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县林业部门按照“因
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优化配置苗木，
以乡土树种为主，从选苗、起苗、运苗、假植、
栽苗、浇水各环节严格把关，认真落实“五
包”责任制。各造林片区负责人定期不定期
开展督导检查，做到“供苗不合格不上山，整
地不合格不栽植，浇水不彻底不验收”，各片
区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巡查造林一线，开展

技术指导，苗木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快”字当头。时值 5月中旬，在昂拉乡

洋江片区，我们眼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清灵
俊秀；在能科乡德欠村，远处错落的梯田，一
畦畦金黄色的油菜花与绿色的麦苗层次分
明；再往前走，漫山遍野的馒头花、马莲花开
得绚丽烂漫，德欠草原平坦辽阔，绿草如茵。

将抢抓时机作为造林绿化的关键，根据
植树造林季节性强的特点，每年春季，尖扎
县早谋划、早准备，拉台账、定时间，提前做
好选地、整地、苗木采购等前期工作，细化责
任、倒排工期，在栽植过程中严格做到“随
起、随运、随栽、随浇”，发扬“5+2”“白加黑”
工作作风，严格按时间节点完成造林绿化
任务。

“管”字为要。俗话说得好：“三分造林，
七分管护”，栽树难，管护更难。把后期管护
作为重点，结合尖扎实际，该县制定出台《尖
扎县造林绿化管护办法》，将造林区管护任
务分片分块承包给各乡镇、各林场、各护林
点、各护林员，充分发挥生态管护员的作用，
确保栽一片、成一片、绿一片。坚持生态建
设种管并重，创新体制机制，采取“一月一检
查、两月一评定、一季一考评”的奖惩办法，
把造林绿化管护工作纳入各乡镇、各部门年
度考核，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管护制度，为后
期管护建立建全了长效机制。

即便在旱情严重的 2017年，县上及时启
动抗旱保苗工作预案，投入资金 187.5万元，
组 织 千 名 干 部 群 众 应 急 保 苗 ，守 望 尖 扎

绿色。
“实”字惠民。在绿化工作中，随时随地

破解遇到的难题，也打开了县领导的工作思
路。同样在 2017年，2800公顷国土绿化的购
苗成为难题，“能不能让贫困村参与绿化造
林呢？”由此引发了“贫困村集体创办苗木合
作社”的思路，11个贫困村的 21个育苗专业
合作社成立了，由县林业部门与苗木合作社
签订供苗协议，做到苗木自产自用，既解决
了贫困村产业选择难的问题，又有效增加贫
困群众的收入，也为今后国土绿化提供了稳
定的供苗渠道。

此外，尖扎县探索“国土绿化+脱贫攻
坚”模式，将造林绿化整地、栽植、灌溉、管护
等工作交给贫困村和贫困群众，优先安排
1865名贫困群众从事生态管护工作，累计组
织群众投工投劳 8 万余人次，群众收益达
7600万元。

2021年，尖扎县计划完成人工造林 2万
亩，截至目前，已在县域 6个片区组织干部群
众投工投劳 1.9万人（次），完成人工造林 1.85
万亩，栽植油松、青海云杉、青杨等各类苗木
206 万株，所有苗木均为本地苗木合作社
供苗。

看今朝，以“农耕文化·生态休闲”为主题
的乡村旅游在尖扎喜结硕果，先后涌现出德
吉村、城上村、直岗拉卡村、德欠村、古什当
村等一批省内外游客流连忘返的乡村旅游打
卡地，绿水青山正步步变为富民强县的金山
银山。

这不仅仅是生态建设的成果
特邀记者 姚斌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
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
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尖扎县国土绿化、保护
生态结出丰硕成果。在山大沟深、干旱少雨
的自然条件下，全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以荒
山植绿的大担当、大作为践行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这不仅仅是生态文明的成果，更是精神
文明的成果。因之，全县干部群众的生态意
识明显提高。爱绿、植绿、护绿已成为广大干

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成为爱家乡、爱家园的一
种实实在在的表现，干群关系更为密切，各民
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共同维护尖扎的
生态环境，在美化家乡的建设中互助友爱，形
成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尖扎县地处黄河上游，年降雨量只有350
毫米，是我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回溯到10年前，该县荒山造林从未间断，但因
气候干旱，投入不足，成活保存率极低，由此
陷入“种树不见绿，造林不见林”的怪圈。

不信尖扎植不绿，以壮士断腕的决绝，下
定决心要让尖扎绿起来！为此，尖扎县委、县

政府一班人革新理念，提出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以绿色造特色，以环境造优势，稳步推进
黄河沿岸国土绿化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需求层次
逐步提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

尖扎县能科乡党委书记任彦业告诉我
们，“5年前，山上还是缺林少树，光秃秃的，这
几年县上大规模绿化，让荒山披绿，山清水

秀，风景宜人了，来玩的游客也多了起来，让
我们不得不考虑发展乡村旅游这件事儿了”。

尖扎绿染荒山的实践告诉我们，国土绿
化是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凉
者，但更要做种树者，每个部门、单位和公民
都要担起责任，千军万马齐上阵、生龙活虎搞
绿化。要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
立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激励更多企业、集体、个人、社
会组织投入这场大战。要通过坚持不懈的植
树造林、持之以恒的国土绿化，把高质量发展
的根基筑得更牢、底气聚得更足。

特 刊

再造秀美山川再造秀美山川。。 记者记者 张海麟张海麟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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