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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沙龙滩的‘沙龙’走了，
野牛乡的野牛回来了”

“看着草绿，闻着草香，儿时的草原
回来了。”牧民玛久赶着牛群，徜徉在

“绿海”中。这里是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
乡沙龙滩，祁连山和黑河水共同滋养着
肥美草原。

可回忆起过去，玛久心痛不已：“牛
越来越多，草越来越少，到处都是鼠
洞，裸露干裂的草地像龟壳。”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因过度放牧，110余万亩草场
中有 35万亩草场变成黑土滩，一到春天
常刮黑风沙，大家都不敢出门。

给草原治病，不能再等！
几年时间，沙龙滩禁牧涵养、圈养

牲畜、补播植被……绿草多了，“沙龙”
走了，沙龙滩植被覆盖度从 10%提高到
80%以上，“牧草能过膝高了，真美啊！”
玛久的喜悦发自心底。

保护草原，接续奋斗。绿，从祁连
山脚下延伸——8年间，草原面积不断恢
复，全国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增加近 1
亿吨，连续 8 年保持在 10 亿吨以上，大
地的绿色“皮肤”变美了、更健康了。

变化来之不易。
草畜平衡，减畜、休牧、轮牧措施

精准发力。
“一下子减少 400 多头牛，心疼牛，

更心疼草啊！”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石渠县的康巴汉子公秋迟坦言，“想找好
草，只能走得越来越远，牛还吃不饱！”

让疲惫的草原“喘口气”，公秋迟掏
出卖牛的钱修了圈舍，“建暖棚有补贴，
标准化养殖增效益。”在甘孜州，禁牧
4500 万亩，实施草畜平衡面积 7963 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到 2019年底达
到83.9%。

以草定畜，草更多了，牛羊更膘实
了。截至目前，全国禁牧休牧和草畜平
衡实施面积已达到 38亿亩，占全国草原
面积的63%，惠及1200多万户牧民。

科学治理，生态修复久久为功。
草原金绿，河湖丰沛，百鸟蹁跹。

内蒙古乌拉盖草原牧民曹磊感叹：“治好
了盐碱斑，我家草场起死回生了。”在科
技人员的帮助下，围栏封育、撒腐殖
酸，让他家 3 万亩退化草治愈，平均植
被覆盖度达40%—60%。

“把沙丘分成若干格子，点播灌木，
播撒草籽，一年又一年，草原就复活
了。”走在宁夏盐池县猫头梁村的山坡
上，脚下踩的是麦草方格，盐池县林草
部门相关负责人说，近 10年，全县超过
120万亩退化草原得以恢复，100亩以上
的明沙丘基本消除。

“不能饿着肚子保生
态，牛羊定居，牧民变富”

“光养草不养牛，吃啥喝啥？”把牧
鞭交给合作社，青海省泽库县拉格日村
牧民赛日加布一开始想不通。

“一百多亩的草场上挤着几十头牛，
草都快啃光了，牦牛个头还没藏羊大。”
合作社理事长俄多劝说，“加入合作社，
草地划区轮牧，牲畜分群饲养，搞生态
养殖，一定能草儿盛、牛儿肥。”

几年下来，赛日加布服气了，“这一
步走对了！”去年他分红加上务工，收入
10 多万元。更让他高兴的是，黑土滩不
见踪迹了，草场变大了。

“不能饿着肚子保生态。”全国 268
个牧业及半牧业县中，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占 57%，牧民 90%的收入来自草原。
草原是牲畜的“粮仓”，是牧民的“饭
碗”，也是居民的“菜篮子”。

保生态富口袋，畜牧业加快向绿色
生态转型升级，撬动生产、组织、经营
方式之变，实现草好牛壮人富。

从无序游牧到科学饲养，禁牧不
禁养。

在科尔沁草原，牛羊过上“定居”
生活。“住的是棚舍，遮风挡雨，吃的是
苜蓿配青贮，营养全面。比起游牧，一
头牛多长 300 斤，算下来就是几千块。”
内蒙古科右中旗昂台屯牧民崔建国感慨。

在呼伦贝尔草原，牛羊可以“串
门”。“拆围栏，我举双手赞成！”内蒙古

新巴尔虎右旗芒赉畜牧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米吉格道尔吉说。“家家设围栏，牛羊
盯着一块啃，哪能受得了，草场就像得
了‘皮廯’”。整合草场，四季轮牧，完
成季节性休牧 15 万亩，划区轮牧 24 万
亩，草场改良15万亩。

还是养殖，但方式变了。舍饲、半
舍饲养殖，草原流转，异地借牧……一
系列举措既让草原“歇一歇”，又让牲畜
吃得好。

从一家一户到抱团致富，减畜不
减收。

两个月长 30斤！合作社的养羊技术
让西藏萨迦县雄麦乡曲堆村的普琼心服
口服。“看来要‘换脑筋’。合作社懂技
术、会经营，我们养的羊少了，但钱不
少挣。”142 户村民申请入社，告别了游
牧生活。

拆开红包，青海省班玛县马格勒村
的村民更达乐开花，“我家牧场和牦牛入
股合作社，每年股金加薪金能挣上万
元。”合作社一头连市场，一头连牧民，
集中发展牦牛种公牛，一头能卖 5 万多
元，今年为96位社员分红29万多元。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
业……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在草原茁壮成
长。从一家一户散养到组织合作，草原
畜牧业不断向集约化迈进。

从要规模到要质量，优质又优价。
戴“耳环”，配“身份证”，住“单

间”，在新疆库车市托帕艾日克村养牛合
作社，牛正在津津有味地嚼草料，村民
阿不力孜·买买提说，“合作社统一配
种、喂料、防疫，质量有保障，一头能
多卖上千元。”

喝泉水、吃中药材、吸负氧离子，
甘肃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
黄草沟村樊得勤养羊有诀窍，好环境养
出生态羊，羊肉贴绿标，还能追溯。好
产品卖出好价钱，一年纯利润就有 30多
万元。

生态奖补真金白银，
算生态账也算民生账

草原是牧民的家乡。这里既是生态
屏障区，又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
1.1 亿少数民族人口中，70%以上集中生
活在草原区。草原生态保护，离不开政
策支持，既要算“经济账”“生态账”，
也要算好“民生账”。

——政策真金白银，让牧民享受生
态红利。

“草原‘带薪休假’，由绿变黄，又
由黄返绿，政策好比及时雨！”内蒙古东
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的特木热得
了实惠。为保护草地，旗里出台政策，
每26亩草原只能养1只羊，每亩草原有3
元的奖励资金。“草越来越密了，品种也
增多了，沙尘暴少了。”

2011年以来，我国 13个主要草原牧
区省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对牧民开展草原禁牧、实施草畜平
衡措施给予一定的奖励补贴。8 年来，
国家累计投入草原生态补奖资金1300多
亿元。

生态“红包”沉甸甸：内蒙古近600
万农牧民从中受益；青海省 76万牧民享
受补奖；西藏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10%来自草原生态补奖……

——强基础、补短板，草原发展添
后劲。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牧场科技
范十足：自动饮水机靠太阳能发电，视
频监控实时观察牛群，现代化的棚圈宽
敞明亮。阿巴嘎旗阿拉坦图格日格嘎查
牧民额尔登特古斯感慨，“以前骑马去巡
查，现在坐在家里点鼠标，80 多头牛一
个人就管得过来。”

水电路网设施不断完善，额尔登特
古斯扒掉了土坯房，盖起了小楼，“液
晶电视、笔记本、热水器，家用电器啥
都有，和城里人的生活没两样。”他颇
为自豪。

变化的背后是投入不断加力。改革
开放初期我国对草原的建设投入每年只
有 1 亿元左右，近几年各类建设总投入
每年接近300亿元。

——生态移民，让牧民放下牧鞭享
受幸福生活。

“孩子们上班挣工资了，政府每年还

给我们发放 2 万多元补助款，看病走医
保，生活不用发愁。”从三江源核心保护
区搬到青海省格尔木市，曲麻莱县牧民
布久不由赞叹：这样的好日子，过去想
都不敢想！

守护好“中华水塔”，曲麻莱实施退
牧还草生态移民工程，1500 多户牧民搬
离故土，全县实施禁牧面积 2347 万亩，
实现草畜平衡面积961万亩。

“草原里长‘硅谷’，风
景也能变‘钱景’”

好生态变成“金饭碗”。合理开发草
业资源，依托草原风光，草地农业、草
产品加工、清洁能源、观光旅游……一
批新兴产业涌现在广袤草原，让这颗

“绿宝石”更加熠熠生辉。
草里生“金”，一株草带来新财富。

“种草能卖钱？”刚听说“粮改饲”，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河东镇双泉村三组
村民张广成惊得瞪大了眼。而如今则深
信不疑。

以前种玉米，辛苦一年挣不下钱；
如今改种紫花苜蓿，一年收三茬，一亩
能挣1000元。一条“养殖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利益链条形成，饲草种植面积
过万亩，草农平均增收上千元。“没想到

‘小草’真能成大产业。”张广成感叹。
科尔沁草原还能变“硅谷”？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公社信心满
满，“羊草干草市场规模在 1000 万吨以
上，科尔沁就是天然繁种‘硅谷’。”他
的团队培育出特色乡土草种“中科羊
草”，已经在多地得到推广应用。

延伸链条，草原产品加工让居民餐
桌更丰富。

走进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娜仁图
雅家，奶香四溢，“鲜奶做出的奶豆腐、
奶皮子，一点不愁卖。”去年加工厂投产
以来，娜仁图雅已经挣了 100 多万元。
截至去年年底，内蒙古民族奶食品生产
加工作坊点共有 1546家，年加工产值超
10亿元。

我国草种业、草地农业、草产品生
产及加工业等不断发展壮大，相关企
业 已 达 数 千 家 ， 年 产 值 超 过 7000 亿
元，草原产业已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产业。

生态旅游，好风景换来好“钱景”。
植 被 覆 盖 率 恢 复 到 95%， 盛 夏 七

月，青海省门源县苏吉湾村就迎来一拨
拨游客，骑骏马、坐牛车、住帐篷、望
星空。

“大家最稀罕的就是草！”邓香香减
畜 、 休 牧 ， 与 村 里 人 一 样 ， 开 起 了

“草”家乐，生意红火。仅这一项，县里
就解决近 300 人就业，人均增收 2 万余
元，还带动周边200多家专业合作社。

草原就是生产力！近年来，到草原
地区旅游休憩、体验草原优美风光和民
俗文化的人数持续攀升，为进一步加大
草原保护修复力度，提升草原生态服务
功能，提供更多优质草原生态产品，注
入了强劲动力。

八年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从八年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从4949%%提升到提升到5555..77%%

草场绿了 牛羊肥了 牧民富了
本报记者 王 浩 常 钦

俯瞰中国大地，东起内蒙古草甸草
原，西至新疆戈壁，南到青藏高原，中
国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
的41.7％。

你可知道，草原是中华水塔、江

河源头，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
态屏障。

你可知道，草原是70%的少数民族
主要聚居区。

你可知道，草原是呵护大地的绿

色“皮肤”，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重
要屏障……

近8年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从49%提升到55.7%。这 6.7个百分点来
之不易！

退 化 的 玛 曲
草原重生了，沙龙
滩的“沙龙”赶走
了，泽库县拉格日
村 的 黑 土 滩 不 见
了 …… 一 个 个 奇
迹 见 证 了 草 原 生
态之变。从全面退
化 到 局 部 改 善 ，
再 到 总 体 改 善 的
历 史 性 转 变 ， 成
就来之不易。

保 护 草 原 既
是一本生态账，也
是一本发展账。过
去 ，我 们 走 过 弯
路，过度放牧让草
原 不 堪 重 负 。如
今，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要尊重自
然规律，让疲惫的
草原“喘口气”。禁
牧、休牧、轮牧措施扎实推
进 ， 以 草 定 畜 、 退 牧 还
草、生态养殖，逐步偿还
草原生态欠账，实现了保

护和发展的双赢。
保 护 生 态 就

是保护生产力！从
一 个 个 草 原 故 事
中，我们感受到绿
色发展理念、人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观
念日益深入人心。
草场绿了，牛羊肥
了，牧民富了，草
原 发 展 步 入 良 性
循环，这样的发展
之 路 才 是 可 持 续
之路。

我国近 4 亿公
顷 天 然 草 原 ， 是
一 笔 买 不 来 也 借
不 到 的 宝 贵 财
富 ， 是 发 展 的 最
强 优 势 和 最 大 本
钱 。 坚 持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念，要把山水林田湖草
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无
论何时我们都应牢记：好
生态才是“金饭碗”。

好
生
态
才
是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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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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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河北张家口
坝上绿意融融。

陈晓东摄 （人民视觉）

▲6 月 24 日，在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康乐镇康丰村，裕
固族牧民正在草原上
进行赛马。

申翌晓摄
（人民视觉）

▶7 月 3 日，敖包
文化节在内蒙古乌兰察
布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原
旅游区举行。图为演员
在表演蒙古族舞蹈。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新疆天山草原。徐树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