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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之间，翠绿农田星罗棋布，旅游

大巴往来穿梭。望着长势喜人的大白菜，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梭罗沟村种植

大户王超对今年的收成信心十足。

今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

年。聚焦“生态、产业、乡村振兴”三向发力，

阿 坝 州 全 方 位 加 强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让 农 业

“兴”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让乡村“美”起

来。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阿坝大

地徐徐展开。

开展综合治理，筑牢
生态屏障

从阿坝州松潘县镇坪乡麦吉村沿岷江往

上游行进，便是岷江源。

岷江、涪江发源于松潘县，这里也是长江

和黄河的重要生态屏障。松潘县 2022 年度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补给区综合治理项目实施

以来成效初显——昔日的裸露山坡已全部种

植了云杉和高山柳，枝干挺拔，生机勃发。

2019 年 12 月，四川松潘岷江源国家湿地

公园被国家林草局正式批准为国家级湿地公

园。松潘县川主寺镇寒盼村负责对公园部分

区域进行生态巡护。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彭措

介绍，村里 63户人家每户都参与其中，村民定

期对公园的环境卫生、防火安全等进行巡护。

依托岷江源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人文、

民俗风情等，松潘县还建设了岷江源国家湿

地公园科普馆，开展湿地科普教育。如今，这

里常常是游客探寻公园的第一站，也成为上

接九寨、下连黄龙的生态研学旅游热门地。

发源于阿坝州红原县刷经寺镇的白河，

蜿蜒流淌 150 公里后汇入黄河。曾经，红原

县草原沙化严重，风一吹全是沙子。如今，白

河沿岸随处见绿，大部分区域林草植被盖度

达到 60%以上。

在白河流经的红原县瓦切镇德香村，边

坡上可见一丛丛矮小灌木错落排列，还分布

着不同大小的网格沙障。这是德香村一个沙

化土地治理点的景象，为了把流动沙丘固定

住，红原县采取“防风阻沙林带+生物沙障+
灌草间种+施肥”的方式治理沙化土地。按

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红原县根据沙

丘的不同类型和土地沙化的不同程度，分别

采取不同方法进行综合治理。

走进若尔盖县黄河大草原，放眼望去，曾

经的废弃矿山上，小草破土而出，绿色向远方

延伸，一片生机盎然。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长江、

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

障。“在若尔盖，因天然地质变化或过往一些

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的裸露基岩，不仅影响

草原的美观，还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若

尔盖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用椰

壳纤维制成椰丝毯，为草原内局部裸露基岩

“盖上毯子”，“椰丝毯既保温保湿，又能防冲

刷，适应各种草种生长，为植物提供长期的土

壤保湿、防风保温等功能”。

据了解，自若尔盖国家公园启动创建以

来，阿坝州高效推进“若尔盖山水工程”，创建

区 开 工 一 级 子 项 目 17 个 ，完 成 投 资 9.7 亿

元。推进“七大保护”行动、“七大治理”工程，

开展黄河上游干支流综合治理和生态防护带

建设，全面落实治沙还湿、填沟还湿、限牧还

湿等措施，创建区建成生态防护带 741.5 公

里，治理沙化土地 22.7 万亩，恢复湿地 11.1 万

亩。据测算，公园范围内的花湖湿地水位上

升了 52 厘米，湖泊面积扩大了 435 公顷，黑颈

鹤种群数量突破 2000 只，白尾海雕、胡兀鹫

等珍稀野生动物也在这里落户安家，生物多

样性更丰富了。

开发生态价值，发展
乡村旅游

岷江岸边，硕果累累，藏羌风情的麦吉村

点缀在青山绿水间，更显五彩斑斓。就在今

年之前，还没有村民相信往来游客会选择来

这里住宿：“我们这个地方，恐怕不会有人来

歇哦！”

麦吉村地处松潘县与茂县交界处，以种植

藏红花椒、高山蔬菜和高山菊芋等为主，与岷

江沿线上下游相比，并无旅游目的地优势，游

客只是从这里经过，几无停留。但在返乡创业

的杜娟夫妇看来，家乡发展旅游大有可为。

“村里和镇上的干部找到我，鼓励我搞旅

游。这其中固然有家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发展的条件，不然我们也不敢贸然投

资。”杜娟说，她看中的正是麦吉村海拔相对

较低的地理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的

特色文化。

“目前来看，效果不错。”杜娟介绍，自今

年 6 月村里试点打造的集食宿娱一体的两家

特色民宿试营业以来，来这里的游客就多了

起来：“暑期游高峰的时候，房间订满了，有些

游客还提出想住在尚未进行民宿改造的村民

家中。”在杜娟看来，游客能留下来住宿，和这

里相对较低的海拔关系很大。“一些老年人和

小孩不太适应高海拔环境，相比周边，我们这

里的海拔仅有 2000 多米，完全可以成为家庭

游的中转站。”杜娟说。

如今，川青铁路青白江至镇江关段通车

在即，杜娟正联合村民加紧对民宿进行提升

改造。随着动车组开进羌寨，下一个愿景就

是村子能从中转站变为周末旅游目的地，杜

娟对此充满信心和期待。

培育特色产业，带动
乡村振兴

“去年产值超 56 万元，今年有望突破 80
万元。”50 岁的王超是理县大白菜种植致富

带头人，一家人在自家的 30 多亩土地上轮种

大白菜和莴笋等。

王超所在的梭罗沟村平均海拔 2600 米，

是正在建设的理县高原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的

重点区域。目前，园区正加快建设育苗中心、

蔬菜产业基地、农事服务中心、商品化处理中

心、数字农业等项目。

“良种有人培育、技术有人推广，就连土

地边河道堡坎都有人来加固。”借着园区建设

的 东 风 ，王 超 的 地 里 建 起 数 字 化 农 业 试 验

田。“大大减少了人工不说，还能对蔬菜生长

过程进行精准把控。”种了半辈子蔬菜的王超

感慨。

国道 213 线，货车往来不断。“明年我的

李子还要卖给你。”茂县凤仪镇石鼓村果农喻

姚对刘平巧说。在茂县，许多村民都想把自

家的李子卖给刘平巧。

刘平巧是当地出了名的带货达人。2018
年，她参加了茂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组

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销 售 ，她 在 2021 年 实 现 销 售 额 1600 万 元 ，

2022 年实现销售额 1300 万元。作为土生土

长的茂县人，在富起来的过程中，她一直不忘

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我参照往年的销售量向村民预付定金

签订订单，请他们按照各销售平台的质量标

准种植，价格也能得到大幅提升。”刘平巧义

务帮助周边村民直播卖货，还带领果农一起

提升水果品质，从而增加果农收入。

在阿坝州，绿色农牧业乘势而上，生态工

业振兴崛起，全域旅游蓬勃发展。丰富多样

的农特产品、郁郁葱葱的牧野田园、独具特色

的民俗文化，是阿坝州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

“土壤”，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阿坝州

积极推进生态美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三

家园”建设，努力实现“布局美”“产业美”“环

境美”“生活美”“风尚美”，一首业兴、民富、村

美、人和的奋进曲正在阿坝大地激昂奏响。

图为阿坝州阿坝县麦昆乡蚕木扎村，乡

村新居与莽莽群山相互映衬。

张国盛摄（影像中国）

四川阿坝加强生态保护四川阿坝加强生态保护，，带动乡村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青山绿水间青山绿水间 乡村新画卷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核心阅读

近年来近年来，，四川省阿坝藏族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积极推进生态美羌族自治州积极推进生态美
丽丽、、和谐幸福和谐幸福、、富裕小康富裕小康““三家三家
园园””建设建设，，全方位加强生态保全方位加强生态保
护治理护治理，，努力将生态环境资源努力将生态环境资源
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强劲动能强劲动能，，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绘就一幅乡村振兴
的美丽画卷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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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10 日电 （记者董丝

雨）日内瓦当地时间 9 月 6 日 15 时 23 分，

《湿地公约》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关于在深圳建立国际

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标志着国

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

去年《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

会上，中国宣布将加强湿地保护的国际合

作，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近一年

来，中国与相关缔约国和公约秘书处共同

努力，向公约第六十二次常委会提交了

红树林中心建设方案，得到了常委会的

认可和批准。该区域动议通过后，将有

利于我国通过公约平台与各缔约方密切

合作，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

和对话交流，有力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

修复及合理利用，不断扩大中心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红树林

保护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中专门设置了红树林条款，组织实

施《红 树 林 保 护 修 复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20—2025 年）》，建立了以政府为主的

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出台了营造林、生

态修复等 10 多项技术文件。经过努力，

中 国 红 树 林 面 积 比 本 世 纪 初 增 加 了

7200 多公顷，彻底扭转了面积减少的趋

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国

际红树林中心将通过建立开放包容、共

建互利的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国

际合作机制，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和合

理利用的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助力全

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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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10日电 （记者董丝雨）国家林草局穿山

甲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华彦 10 日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的持

续监测显示，中华穿山甲栖息地质量不断向好，野外种群数

量正在恢复。

华彦说，目前在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海南等 10 省份

均发现中华穿山甲踪迹。调查结果显示，中华穿山甲在我

国多个省份具有一定规模的繁殖种群，局部地区栖息地质

量和连通性较好。其中，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在野

外发现多个繁殖种群，是其种群数量正在恢复的有力证据。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积极推进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2020 年 6 月将

穿山甲属所有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升为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在国内立法层面实施最高级别保护，禁止

猎捕、食用和商业性进出口穿山甲，严格监管其人工繁育、

交易、利用、运输、寄递、进出口活动。2020 年 7 月国家林草

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成立，统筹国内外穿山甲保护科研

力量，提高穿山甲保护科研水平和救护、医治等方面能力，

并开展野外监测、栖息地修复、疾病防控、放归自然等科学

研究工作。目前仅在广东就布局建设野外科学研究台站 4
个，长期固定监测点 20 个。

近年来，持续监测显示——

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数量正在恢复

本报北京 9月 10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北京市和

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了为期 3 年的官厅水库上游永定

河流域水源保护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这是继密云水库横向

生态补偿协议之后，两省份签订的又一以水源保护为目标

的补偿协议。

协议明确，到 2025 年，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水源

涵养区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实施总

氮排放控制，河流总氮浓度维持稳定不反弹并逐步降低；稳

定河道生态流量，强化河（库）滨带建设管理保护。

协议还确定了补偿资金的使用方向，明确补偿资金主

要用于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水资源节约与

保护、水环境治理、水土保持、河湖水生态修复以及相关监

测等工作。此次官厅水库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的签订将进一

步加强两地流域生态协同保护，促进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

流域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改善，助力官厅水库恢复饮用水

源功能，共同筑牢首都水源安全生态屏障。

加强流域生态协同保护

京冀签订官厅水库上游生态补偿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