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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70
周年。达日县是果洛草
原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
起的地方，通过 70 年
的奋斗和拼搏，达日县
创造出属于一个又一个
传奇。近年来，达日县聚
焦“红色达日、江河达
日、和谐达日、幸福达
日、明珠达日”，全力
打造“五张名片”。

红色达日

达日县着力挖掘红色
资源、历史价值、基因传
承。达日县境内有果洛和
平解放纪念碑、建政纪念
碑、办公窑洞旧址、西北
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渡
河红船等红色资源，红色
寺院查朗寺享誉全国，是
果洛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被列入第八批全
国文物保护单位，达日革
命文化底蕴深厚。

为进一步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达日县将红色资源“串起
来”，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
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

江河达日

达 日 县 地 处 “ 三 江
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是“中华水塔”的重要涵
养 地 ， 达 日 县 着 力 做 好

“源头人”和“护塔人”，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达日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地
位十分突出。近年来，达日县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投入资金共计 1.74亿元，实施项目 33个；全
面核查草原各类危害面积970万亩，核查完成
退化草地修复9.5万亩，草地植被覆盖度从原
来的46.7%提高至58.85%。

达日县扎实推进各类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积极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生物
安全，全县退化草地面积由1189.32万亩减少
到869.3万亩，生态系统明显改善，草地退化
趋势有效遏制，得到群众认可。如今的达日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生
态价值观已深入人心。

和谐达日

达日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全县共有
汉、藏、回、土等 13个民族，藏族占总人口
的94.2%，藏传佛教寺院10座。近年来，达日
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不断提档升
级“达日牧长制”服务治理模式，着力维护
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达日县创新设立青海省首个藏汉双语
“司法救助线索受理平台”，开创多元化“糌
粑矛调室”“扎西调解室”“小张警务室”等
基层治理新平台，成功调处各类纠纷、信访
积案 312 件，办结率达 100%。达日县先后获
得“首批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地区”“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优秀县”“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示
范县”称号。

达日县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建
设，“牧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项目入选全
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满掌派出所被评
为青海省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幸福达日

近年来，达日县始终坚持把民生改善作
为第一导向，财政累计用于民生支出连年保
持在 85%以上。达日县聚焦群众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重点解决了社区吃水紧、群
众取暖费用高、教育卫生人才缺等一批人民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针对老百姓反映最集中、职工反映最强
烈的问题，达日县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五
大保险参保率逐年提高，完成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 3.38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均达到96%。

明珠达日

2024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
年，达日县结合县情，逐一梳理项目建设，
科学制定 2024 年项目库，储备项目 115 项，
投资达35亿元以上。

达日持续做强做优生态畜牧业，聚力打
造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根据全县产业布局、
结合自身优势，突出抓好“当家产业”，积极推
进总投资 2.27 亿元的农业农村产业融合示范
园和智慧牧场建设项目。2024 年达日县成功
入选国家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使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达日县依托资源禀赋，突出抓好“特色
产业”，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2023
年 接 待 游 客 6.02 万 人 次 ，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4496.94万元，文旅融合向更广范围、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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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机有大本领

在带岭林业局公司明月林场分公司，
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杨帆模拟演
示了无人机日间和夜间巡护的场景，以及
遇到森林火险时如何通过无人机进行监控
和救援。

在中控平台可以看到，随着起飞指令
发出，明月林场分公司院内的一台大疆机
场缓缓展开机库，露出了整装待发的无
人机。无人机迅速升空，在规定高度稳
定姿态后，沿着智能规划的巡护路径展
开巡视。

现场还演示了单兵作战版行业无人
机。记者注意到，当林区出现烟点（人工模
拟）时，无人机的空中视角快速捕捉到了火
点的方位，并通过红外模式监测火情。

杨帆对记者说：“这架无人机具备 34
倍光学变焦，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森林、
河流、村庄等情况，最远可在3公里外发
现火点、测量风速，为后方指挥中心的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大疆机场，自动化
起降的无人机、一线扑火人员和指挥中心
可以实现空地协同，同步获得指令和实时
信息，高效扑灭火点。”

在现场记者看到，在无人机距离火点
2—3公里的时候，通过变焦放大，可以看
到模拟火点的实时清晰画面。无人机继续
飞行靠近火点，可以清晰看到模拟燃烧物
的状况。通过激光测距模块，无人机可以
直接定位火点的具体位置坐标、海拔高度
等信息，实时同步给一线扑火人员和指挥
中心。

夜间可以监测吗？当记者问到这个问
题时，杨帆将镜头切换为夜景模式，显示
屏上出现了全景夜视景象，能够清晰显示
火点状况和一线扑灭人员的身影。他说，
这种模式不仅适合森林防火监测，也适用
于监测野生动物。无人机在夜间飞行不会
打扰到动物的正常活动，从空中鸟瞰也便
于精准计数。

杨帆介绍，在性能上，机场可以实现
自动充电、起降，无须人员现场值守飞
行，满电续航40分钟，可覆盖半径7公里
的巡护范围，并具备一定的防护能力，几
乎无惧林区多变的气候环境。

护林员的好帮手

为什么要引入无人机护林？
带岭林业局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林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
无人机在林业行业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传
统人工作业的工作强度，提升了林业工作
的效率，为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科
学、精准的数据。”

以明月林场分公司为例，施业区总面
积8718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98%，春秋
防火、夏季防汛，责任重于泰山。

“护林员的平均年龄为 50.4 岁，靠脚
力往返 6 公里的巡护路线大约需花费 2 小

时，每人每天至多走 3 趟。有了无人机，
一趟巡护只要半小时，每天至少起飞8架
次，防火、防汛重点时期起飞超过 15 架
次。”明月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杨立国对本报记者说。

“与无人机相比，人工巡护效率较
低，在人员安全、精度定位、信息共享等
方面也有一定局限。”带岭林业局公司森
防与安全监督部部长李继勇有许多亲身经
历，他告诉记者，林区天气多变、地势复
杂，黑熊、野猪等野生动物时常出没，这
些都会威胁到护林员的人身安全。一旦发
生烟点火点，靠人眼无法精准判断具体地
点，而无人机可以精准定位并实时回传画
面，便于指挥研判。

“有一家使用无人机的林业局负责人
对我们说，在某次疑似火点侦察中，一架
无人机可以替代一个中队 20 多人的队伍
进行抵近侦察。”大疆林业行业总监杨腾
对本报记者说。

林区巡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防火。
2023年 3月，带岭林业局公司大青川

林场分公司率先引进一台大疆无人机开展
巡护实验。结果显示，巡护效率、精度定
位等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通过空中巡
护，能及时发现野外火源、野外违规用火
等情况，有效提高了森林防火监测预警能
力和科学高效处置森林火情火灾能力，确
保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为实现“打早、
打小、打了”提供了保障。当年 4 月底，
带岭林业局公司9个林场分公司全部引进
无人机，应用于森林防灭火、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森林资源调查监测、野生动植物
保护、应急灾害防御救援等工作中。

李继勇介绍，在森林防火期，每个林
场分公司都会设定 3—5 条防火巡护航线
并定期更新，使用无人机对深山区、高火
险区常态巡航，监测热点、烟点，填补了
护林员的巡护盲区，巡护面积约占公司总
面积的80%。在汛期，每个林场分公司还
会设定专门的防汛航线，实时查看河流水
位、堤坝等情况，快速发现险情并协助地
方相关部门及时处置。

林业管理新选择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林业管理
正经历着改变。

中国森林面积 2.31 亿公顷，森林覆
盖率达 24.02%。在这片广袤的“绿海”
中，2 万多个乡镇林业工作站和近 200 万
名生态护林员肩负着守护“绿色财富”
的重任。然而，传统的林业管理模式已
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智慧林业管
理应运而生。

智慧林业管理利用更加现代化的技术
手段，如人工智能、无人机、卫星遥感、
物联网、云计算等，实现对森林资源的精
准监测和高效管理。

当前，无人机技术在智慧林业管理中
的应用，正成为林业革新的强大推动力。
随着自主控制、网络通信和数据处理等技

术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已经变得更加智能
和自动化。无人机搭载的视觉影像、红外
勘测、精确激光雷达点云和智能目标识别
算法，在林业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大疆为例，早在 2016 年，大疆就
开始与林场和林业局的一线人员深入接
触，探索无人机在林业领域的可行性应
用。2017年，大疆推出了性能更强大、飞
行更可靠的行业无人机和配套的机载设
备，丰富在智慧林业管理上的应用。2022
年首款大疆机场发布，直接应用在林业一
线，和单兵作战无人机一起为行业用户提
供更加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空地
一体”解决方案。2023 年 11 月，大疆升
级发布第二代“大疆机场2”，体积和重量
较上一代产品下降 75%和 68%，部署时长
从5小时缩短至30分钟，适配的大疆司空
2云平台支持多种云端智能作业模式，为
林业智慧化建设再添助力。

除了机场，近两年发布的行业负载，
搭载无人机后更是便于精准解决护林难
题。无人机搭载大疆禅思 L2 激光雷达能
够进行精确的林地调查，计算树木蓄积
量；最新发布的大疆禅思 H30T负载集成
了广角相机、变焦相机、激光测距仪、红
外热成像、近红外补光等多模组。此外，
无人机还能挂载水质传感器，监控水污染
和水体富营养化问题，通过多光谱无人机
遥感监测发现并处理森林中的病虫害。

杨腾介绍，在病虫害监测方面，传统
的林区管护模式是，人到了现场，肉眼观
测整个林区的情况，如有没有病虫害、树
叶有没有变黄等，效率比较低，并且需要
护林员持续到现场观测。有了大疆机场的
自动化巡护解决方案后，通过无人机空中
巡查，可以及时发现树木图斑变化、树木
的变黄等情况，防止病虫害持续扩散。

无人机通过“望”的方式进行判断，
可以提早发现树木针叶黄化、树枝萎蔫枯
死等现象，以高空视角帮助护林员诊治。
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导致的非侵染性病害，
比如营养失调、水分失衡等，能够反映到

光谱信息上。
无人机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野生动物

保护。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坐落在伊春森工带岭林业局公司管
辖范围内。在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对本报
记者介绍，无人机调查可以记录发现秋沙
鸭时的位置和时间。用这些时空信息绘制
物种分布图，叠加正射影像图，可以做物
种分布与植被、水源等环境因素的关系分
析。每年或不同季节进行一次调查，还可
以研究秋沙鸭随时间/季节变化是否产生
空间分布变化。空中监测能够减少对秋沙
鸭栖息地的地面干扰，利于保护这些珍稀
鸟类的自然行为和生态环境。

无人机还可以承担救援者角色。
李继勇分享了带岭林业局公司参与的

一起应急助民案例。
2023 年 9 月 25 日 18 时，大箐山县公

安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5位老人在寒
月林场上山采蘑菇迷失方向，短暂沟通
后，报警群众的手机便一直处于无法接通
的状态。带岭林业局公司接到通知后迅速
配合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公安
机关对手机信号追踪调查，最终定位于红
光林场，带岭林业局公司紧急派出无人机
赶往红光林场。21时，无人机发现失踪人
员，最终将5名失踪人员全部找到。

李继勇表示，将无人机应用于林业日
常工作中，不仅破解了人力、时间、天气
等限制因素影响，推进了信息技术与森林
资源保护深度融合，实现了“人机协同、空
地互补”巡护模式，更是迎接低空经济、培
育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

图①：大疆机场。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②：无人机正在对林场进行巡视。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③：从空中俯瞰黑龙江碧水中华秋
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朱马烈摄

“空中护林员”巡林记
本报记者 杨俊峰

“起飞！”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森工带岭林
业局公司指挥中心，随着操作员一声令下，9架
部署在不同林场的无人机瞬间腾空而起。茂密的
森林、湍急的河水、静谧的村庄清晰呈现在指挥
中心大屏幕的9块分屏上。

这是6月27日，本报记者在伊春森工带岭林
业局公司现场看到的一幕。带岭林业局公司位于
小兴安岭南麓，于 1937年开发，1946年建局，
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林业科学实验基地。目前，公
司辖明月林场、永翠林场、大青川林场等9个分
公司，总面积9.6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96%，已
连续71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随着科技发展进步，无人机技术的引入改变
了林业管理的方式。在林业领域，这些自主飞行
的设备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森林资源的高效调
查、病虫害的早期诊断、火灾预防与应急响应、
生态监测与植被恢复、野生动物的非干扰性观察
以及林业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近年来，带岭林业局公司引入无人机开展巡
护实践，用科技赋能森林守护，让一线护林员的
日常工作更轻松、更高效、更安全。6月26日至
28日，本报记者来到伊春大箐山县，采访一线护
林员运用无人机进行林区自动化巡护、防火、监
测病虫害的故事。 ①①

②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