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新时代新步伐

美丽中国 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

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呼唤生态治理现代化呼唤生态治理现代化
周宏春周宏春

地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策勒县，在上世纪 80 年代时，曾一
度被沙漠几近吞噬：沙海已到距离县
城不足2公里处。恶劣的生态环境还让
村民的生活陷入贫困。

为了保住家园，当地全力开展生
态建设，各地有识之士也带着热情、
技术和资金来到策勒治沙，并在沙漠
里栽植红柳大芸、石榴、红枣、核桃
等经济作物，发展生态农业。经过数
十年人沙和谐治理，全县基本实现了
防护林、经济林全覆盖。其中，一支
来自天津的援疆队伍，在大漠里一呆
就是6年，用辛勤的汗水与当地人一起
治理着家园。

2010年3月，天津市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政府协商在和田地区策勒县开
展 10 万亩治沙项目。根据部署，原天
津农垦集团从 2012 年起开始，对和田
地区策勒县进行造林治沙工作，并与
武清区、西青区成立了新疆津垦广大
农业有限公司，共同推进援疆治沙项
目。

沙漠里缺水，为不与当地农民争
水、争地、争利，项目组先将治沙面
积控制在 1 万亩，先期开发 3000 亩土
地作为示范区，进行苗木培育和经济
林的示范种植，建立高科技含量的苗
木研发基地，培育适合当地种植及生
长的苗木和经济林品种，形成龙头，带
动周边地区种植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沙漠综合开发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仅要重点开展植树造林防沙固
沙，更要做好栽植林木的保护，涉及
灌溉系统、电力保障、道路等一系列
工程。示范区项目每年根据沙漠地形
地貌及时对原有林带进行冬灌、清杂
除险等正常工作外，聘请技术专家对
项目区沙丘条块进行落差、土方量精
准测量，对项目区水、电、管网、运
力等情况进行排查摸底，聘请红柳、
梭梭、大芸种植大户现场帮助查看地
形、地貌、土质、水质等硬件基础，
提出因地制宜、可操作性建议，为项
目每年春播打下基础、创造条件。

策勒县在每年春季、夏季时都会
出现大风、浮尘、风沙天气，示范项
目区位于策勒县风口附近，环境更为
恶劣。这时，治沙队员最担心的就是
基地的树苗，他们加紧对苗木进行检
查。当进入基地，风一来，沙借风势，吹

得人睁不开眼睛，有时都站不住。为了确保幼苗不被风沙掩盖，他们顶着
风拿着工具，边走边清理，一趟走下来常常就是 20多公里，每个人的头
发里、衣服上全是沙子。回到公司，喝一口水，咽下的半口都是沙子。

在风沙天气里，树木嫩芽在强沙尘影响下极易出现脱水及风干的
现象。为此，治沙人员及时清理被沙丘所掩埋的道路及树木，并在各
风口设置沙帐及防风墙。同时项目区地下水碱性偏大，长期对输水设
施腐蚀以及对苗木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项目人员及时监控天气变化
状况，合理布局实施轮流灌溉，缩短同一区域灌溉间隔时间，确保遇
到恶劣天气苗木的根系不会缺水，增加苗木抵御大风沙等恶劣天气的
能力，提高苗木栽植后成活率。

2018 年，津垦广大公司在巩固造林防沙基础上，治理沙丘 500
亩，铺设地下主管道 3000 米，铺设滴罐带 64800 米，修理更换水泵 4
座，更换阀门217个，种植梭梭、红柳共计7.5万颗。

未来 3年，该项目将继续完成 3000亩防沙治沙项目，以治沙造林
为重点，以种植红柳和梭梭为核心，建成3000亩荒漠肉苁蓉规模化种
植示范基地的和田绿洲。项目建成后，盛果期每年可生产肉苁蓉 750
吨，将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治沙还带动了策勒县当地农民就业。津垦广大公司每年雇佣短
期、季节性用工约 3000人次，雇佣长期工人 8人，每人年均收入可达
到近 3万元。在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对当地农民开展实用农
业技术的培训。公司治沙管护队的阿里木江2016年进入公司，之前一
直在外地打零工，他说：“我现在学会了农林管护技术，能够建设家
乡，而且收入很稳定，家乡以后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今后的日子也会
越来越好！”

如今，策勒曾经险些被沙漠吞噬的村庄的周围，大都被绿树环
绕，处在风沙前沿的38个自然村生态环境逐渐好转，当地农牧民还通
过种植经济林等生态产业，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生态扶贫是将保护
生态环境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结合起来的脱
贫新模式。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将经济效
益抓起来，实现二者的
有机结合，为生态资源
良好、经济发展落后地
区带来新动力。

许昌勇，江苏盐城
人，去年从古井集团被
选派到安徽亳州谯城区
芦庙镇杨庄村任党总支
第一书记。从此，他的
人生因与杨庄村脱贫工
作水乳交融而变得意义
非凡。“近年来，生态
产业在各地不断兴起，
这种方式把生态保护放
在首要位置，并积极探
索生态脱贫新思路，让
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建
设 中 得 到 更 多 实 惠 。”
许昌勇说，我们也要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

2017 年，许昌勇带
领大家在杨庄村建立了
第一个村集体经济项目
——13 亩莲藕。当时，
正值莲藕喜获丰收的时
候，但莲藕市场价格持
续下跌，他们大胆创新，将杨庄
村所种植的特色产业小辣椒、红
薯粉丝、红薯淀粉等产品与扶贫
藕相结合，做成“杨庄四宝”大
礼包，一经投放市场，受到热烈
欢迎，6000箱杨庄土特产大礼包

全部售罄。此项创新举
措共帮助 150 多户困难
群 众 解 决 销 售 难 题 。
“‘杨庄四宝’给村民
带 来 的 不 仅 是 经 济 收
益，更多的是大家对发
展 生 态 农 业 脱 贫 的 信
心。”许昌勇高兴地说。

亳州是全国最大的
中药材交易基地，杨庄
村有 8000 多亩中药材，
这些中药材中有很多品
种 可 以 和 苗 木 进 行 套
种，例如：牡丹、丹参、
白芍等，村里决定通过

“林业+中药材套种”模
式，给贫困户带来双重收
益。这项扶贫政策帮助村
里 72 户贫困户解决了脱
贫问题。

丁泰宇就是其中的
受益者。他从小得了小
儿麻痹症，由于家里条
件差，没能得到及时治
疗，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为了改善生活，他试着学
习计算机维修、饲养山
羊、做过小商品批发生
意，但都以失败告终，最
终在政府的林业扶贫政
策帮助下，他种植的苗木

涨势很好，通过驻村工作队多方
协调，今年年初，已经帮助他获得
销售收入2万多元。

现在，走进杨庄村，林木茂
盛，环境优美，同时，贫困村民
的生活也在改善中。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在需要。生态治理现代化，
包括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
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多
元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生态
治理现代化必须从发展理念、法律
制度、多元主体、技术支撑等方面
加以推进。这不仅有助于我国生态
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提高生态文
明水平、早日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生态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
的发展，我国进入了新时代，既要
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如果粗放型发展方式不转变，
自然资源将难以支撑，生态环境将
难以容纳，经济社会发展将难以持
续。因此，我们必须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永续发展，必须为世界生
态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改变过去那
种以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
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而要以创新
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研发
创造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增
加生态产品供应，促进绿色消费，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能变革，努力建
成一个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提高生态治

理能力。一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抓好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二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把生态环境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三要加大创新
力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等技术，发展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形成新的增长
动力。四要加强执法。坚决抛弃不顾
环境代价获得一时增长的行为，对
违法违规行为必须给予法律处罚。
五要坚持绩效导向，健全评估指标
体系，发挥智库等第三方作用，提高
全社会能源效率和绿色化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形成全社会
治理体系。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制定政策措施，依法推进生态治

理。完善的法律体系不仅可以明晰
主体权责，还可以保障生态治理体
系的有效运行。要以资源产权制度
为切入点，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污
染防治、生态和能源安全等领域的
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
等领域法律的协同性，健全监督体
制和问责机制；提高公众意识，引
导企业、民众、社会组织多元主体
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
度的协同共治新格局。

有关生态治理的理论，在吴平
同志所著的生态治理研究专著——

《共建美丽中国——新时代生态文
明理念、政策与实践》中有专门论
述。该书围绕“生态治理”主题，
通过特色小镇、绿色丝绸之路、国
家公园、农村环境、动物福利等话
题，我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内容覆
盖了绿色发展、环境法治、生态治
理模式、自然资源资产和国家公
园、草原、湿地、森林、沙漠、海
洋生态环境，以及大气、水、土壤
治理等领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
策建议和实施方案，具有宏观性、
系 统 性 和 可 操
作性。（作者系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社会部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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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第二届扶贫公
益摄影大展启动仪式在北京举
行 。 本 次 大 展 由 安 徽 省 扶 贫
办、《大众摄影》 杂志社等主
办，除面向全国摄影人广泛征
集 相 关 作 品 外 ， 还 同 时 启 动

“百部扶贫影像日记·第一书记
征稿计划”，寻找奋战在扶贫一
线、热爱摄影的各地区扶贫干
部和第一书记，以他们的镜头
全景再现扶贫事业成果。左图
为 首 届 入 展 作 品 “ 三 峡 橙
香。 郑 坤摄

合作社助力贫困户 邵光明摄

维吾尔族农民古丽扎汗在果园收获早熟鲜桃 新华社记者 沈 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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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风沙源治理见成效 据百度

策勒牧场美丽风光 据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