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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
出发，向南约 120 公里，翻过云雾缭绕的乌
孙山，便来到了昭苏县境内。这里是新疆
唯一没有荒漠的县城，特克斯河等几条河
流穿过这座县城，水质竟然比入境时还要
好，其生态之优良可见一斑。

初入昭苏，天色向晚，空气中弥漫着淡
淡的花香。每年 5 月份至深秋，昭苏高原
就是花儿的海洋：色彩缤纷的郁金香、烂漫
的油菜花田、迷人的紫苏花海⋯⋯时至夏
末初秋，则该轮到向日葵登场了：缤纷繁花
次第开，万盏金葵入画来。

翌日，沐浴着晨光，《经济日报》记者来
到阿克达拉镇。在塔勒德萨依二村，朵朵
葵花迎风摇曳，昭苏高原仿佛一幅大美的
油画。

在向日葵花海旁，木工师傅韩旭正在
搭建观景台。他告诉记者，阿克达拉镇已
建成了 4 座木制观景台，“昭苏各类花海越
来越有名，我们希望来这里玩的游客越来
越多”。

昭苏县投资 1200余万元,规划建设了
13 个昭苏全域旅游停靠点，每个停靠点都
有停车场、观景台、厕所、环卫及标识系统，
阿克达拉镇的“遇见梵高”便是其中一个。

1996 年，阿克达拉镇开始推广向日
葵，今年 54 岁的种植大户侯玉明是 20 年
前的首批“尝鲜者”。今年，老侯一家共种
了 3100亩向日葵。“不能打农药，打了农药
向日葵秆会疯长，容易倒伏，所以葵花油是

绿色食品。另外，葵花盘是上等饲料，喂养
出的奶牛产奶量大、奶质好。”说起种植向
日葵的好处，侯玉明如数家珍。

“全镇 10 万亩耕地，其中 3 万亩种了
向日葵。”阿克达拉镇负责农业的党委委员
马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亩产能达到
200 公斤，预计收购价每公斤 4 元到 4.5
元。“不愁卖，关键是种地、销售都省工夫，

村民可以腾出时间干副业”。
随着向日葵种植面积的扩大，当地养

蜂的农户日渐增多。“我们计划在景点附近
销售葵花蜜，增加农民收入。”马江说。

其实，单纯依靠一片花海，对农民增收拉
动有限。为此，昭苏旅游发挥乘数效应，注重
各景点间的互动。“有的还不能叫作景点，比
如我们将‘七彩田野’‘磬香蔬卉’‘蜂之舞韵’

‘天马浴河’等称为停靠点，单纯的一个点效
应有限，但点与点之间联动，全局效应就十分
明显了。”昭苏县旅游局负责人表示。

“在昭苏的阿克达拉也可以期许一场
美丽的邂逅，寻找到属于我们的那一抹阳
光⋯⋯”阿克达拉镇乡间公路旁，一段诗意
的文字，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那片花海，引向
那里的浓浓秋意。

新疆昭苏县阿克达拉镇 3万亩向日葵盛开——

大 美 画 韵 醉 昭 苏
本报记者 乔文汇

经国务院批准，“十三五”期间，国家
将在 13 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启动实施新一轮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日前，农业部
草原监理中心联合青海省农牧厅、玉树
州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草原生态保护宣
传活动。草原牧区的生态情况如何？生
态补奖政策给草原带来了哪些改变？记
者跟随主题活动进行了采访。

重现“风吹草低见牛羊”

“搬家之前看草场，安家之前看环
境。”牧区流传的这句话道出了草原生态
的重要性。近年来，随着草原补奖、退牧
还草等政策的实施，全国草原生态持续
恶化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局部草原
生态状况明显改善，“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美景在一些牧区重现。

在地处长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州治
多县，记者见到了加吉镇上社区 57 岁的
代哇。他家有草场 1 万多亩，养着 100 多
头牛、30 多只羊、1 匹马，每年每人获得国
家草原生态补奖 3400 多元，6 口人一年光
补奖金就有 2 万元。让代哇自豪的是，他
还有一个身份是当地的草管员，他当草管
员已有 3 年多时间。作为公益性岗位，草
管员每月有 1800元的补助。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护草原，
制止草原违法行为，报告草场火灾和监测
鼠虫害。这几年，野生动物明显增多了，
有时候能看见成群的岩羊，在草场巡牧偶
尔会遇到狼或熊。”代哇说，2011 年刚开
始禁牧时，牧民们还不适应，通过草管员
解释，大家知道了什么是科学放牧、生态
畜牧，慢慢转变了思想。牧民们改变了单
纯追求数量的传统生产方式，把牲畜经营
总量控制在草场承载力之内。

只有草原生态环境好了，牧民才有提
高收入的保障。玉树州草原监理站站长
徐宁说，消费者对绿色草畜产品的青睐使
得草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牧民脱贫致
富的“快车道”。近年来，玉树州核减超载
牲畜 97 万只羊单位，享受生态奖补政策
的 牧 民 有 31.7 万 人 ，聘 用 草 管 员 4786
名。牧民普遍尝到了“生态改善”的甜头，
保护建设草原的愿望更高了，发展草牧业
生产的心气也更足了。

玉树所在的三江源地区是重要的草
原草甸生态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区。农业
部 草 原 监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徐 百 志 说 ，在
12.31 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内，
草原占 70%，承载着 12 万牧民的生产生
活。通过实施三江源保护建设工程等项
目，草原面积净增加 1.2 万公顷，草地牲畜
超载率由 2005 年的 129%降低到 2015 年
的 46%，生态退化趋势有所缓解、植被覆
盖度有所提高、牧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草原生态的向好，使草原涵养水源
等生态功能逐步恢复。中科院地理科学

研究所和青海三江源生态监测组的评估
显示，该地区林草植被覆盖度增加，湿地
生态系统面积扩张，草地退化态势得到
明显遏制，天然草地放牧压力减轻，水源
涵养功能显著提升，3 大水系江河径流量
稳中有增。目前，年均出境水增加量超
过 100 亿立方米，接近历史最大值，而且
水质基本保持天然本底水平。

“草原新政”带来新希望

我国有草原近 60 亿亩，约占国土面
积的五分之二。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
陆地生态系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
地。草原生态系统每年可固碳 5.2 亿吨，
折合二氧化碳 19 亿吨，大约能抵消我国
全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三成。草原是
我国江河的源头和水源涵养区，长江、黄
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等源
头水源都来自草原。我国草原类型有 18
种，拥有 1.7 万多种动植物物种，是维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

从 2011年起，国家在 8个主要草原牧
区省份建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
制。当年中央财政投入 136 亿元，2012 年
增加到 150 亿元，实施范围扩大到黑龙江
等 5 省份的所有牧区、半牧区县。政策实
施的 5 年间，中央累计投入资金 775.64 亿
元，实施草原禁牧面积 12.33 亿亩，草畜平
衡面积 26.05 亿亩，牧草良种补贴面积 1.2
亿亩，牧民生产资料综合补贴 284万户。

与此同时，国家大力实施草原生态
保护建设四大重点工程，退牧还草工程
重点治理退化严重的草原，京津风沙源
草原治理工程重点治理沙化草原，岩溶
地区草地治理工程重点治理石漠化草
地，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重点治理
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在保护草原生态环
境的同时，逐步转变草牧业发展方式。

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南方现代草地
畜牧业推进行动陆续推进，草牧业试验
试点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形成了
新时期我国草原保护建设的政策体系，
被称为“草原新政”。

在草原新政实施过程中，众多“草原
卫士”功不可没。目前，全国县级以上草
原监理机构已有 914 个，监理人员 9234
人 ，分 别 比 2011 年 增 加 了 70 个 和 759
人。全国像代哇一样的草原管护员已超
过 9 万人，成为基层草原监管工作的重要
力量。草管员主要由牧民、防疫员、村干
部、林管员等人员构成，在草原执法力量
不足的情况下，弥补了监管人员的不足，
在协助落实草原确权承包、草原生态补
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介绍，内蒙古、青海、辽宁、河北等
省区按照草原面积设置草管员岗位；甘
肃、云南要求每个行政村聘 1 至 2 名草管
员；西藏则要求每 5 户聘 1 名草管员。各
地财政对草管员实施金额不等的补助，
有效调动了他们管护的积极性。

草原之美要久久为功

草原之美不是一日之功，草原保护
也不能一蹴而就。草原生态环境的形成
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必须坚持“生产
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原则，以制
度创新引领新形势下草原的生态保护。

国 家 牧 草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英俊说，我国是
草原面积大国，但还不是草原资源利用
强国。从资源分布利用看，我国草原存
在地区间不平衡、季节性不平衡、生产力
不平衡和年际不平衡等情况，资源效益
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利用方式看，仍以
传统草原畜牧业为主，生产方式较为粗
放，与欧美等国外先进的集约化、精细化

的生产方式差距明显。从承载力水平
看，我国北方天然草原平均每 50 亩承载
一个羊单位，改良后平均 8 亩才能承载一
个羊单位，这与加拿大等国平均 5.3 亩一
个羊单位的先进水平比仍有差距。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草原资源
和环境承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草原过度
利用、保护不足，牲畜超载率仍在 15%以
上，近七分之一的草原未得到休养生息，草
原退化沙化和水土流失依然严重，自然灾
害和鼠虫灾害频繁发生，部分地区存在超
载过牧、乱开滥垦等破坏草原现象。我国
草原牧区大多位于边疆落后地区，自然条
件严酷，落实草原保护制度的难度大。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李伟方表
示，草原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业。要把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作为牧区发展
的着力点，建立长效机制，遏制草原超载过
牧，防止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加快草原
改良，实施人工种草，提高草原可持续发展
能力。要帮助牧民创新经营模式、发展
生态畜牧业、扩大牛羊舍饲圈养，推进草
原畜牧业由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据介绍，今后农业部将从两方面加
强草原生态保护。一是加快推进草原确
权，打牢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基础。明确
草原地类和权属，摸清草原家底，调动草
原承包者依法保护草原的积极性。二是
强化草原执法监督，依法查处草原违法
行为。保持依法打击草原违法案件的高
压态势，及时发现违法案件线索并依法
查处，提高草原执法的针对性和威慑力。

“草原的生命力能否延续，靠的是一代
代人不懈的努力。”李伟方说，力争到2020
年，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达到56%以上，天
然草原鲜草总产量稳定在10亿吨以上，优
质人工草地留床面积达到1.7亿亩，草原承
包、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基本落实，草
原生态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全国草原生态恶化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局部草原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草 原 美 ，中 国 才 能 美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

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大熊猫仍是

濒危物种，下一步仍需继续坚持不懈地加强大熊猫

保护工作。图为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核桃坪

野化训练基地，大熊猫妈妈“喜妹”教它的孩子爬

树。 新华社发

公 共 自 行 车 应

“ 双 轮 ”驱 动
杜 铭

随着交通拥堵加剧和人

们绿色出行意识逐渐觉醒，

公共自行车作为城市上班族

远距离通勤“最后一公里”的

解决方案，愈发体现出独特

的魅力。然而，由于“僧多粥少”，很多地方出现了公

共自行车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如北京高峰期“一

车难求”，办卡不得不长期停滞、放开后群众“连夜排

队”抢办，加之手续繁琐等因素，使得很多人对这一

绿色交通工具只能“望洋兴叹”。如何才能扩大公共

自行车的优质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近日，一种更加方便灵活的“网约自行车”现身

上海、北京街头，使用者通过手机 APP 软件即可预

约使用，只需交纳一定的押金、使用费，无需办卡，也

无需停靠在固定站点，让绿色出行多了一种选择。

这也启发我们：既然政府公共服务有难以到达之处，

公众也有绿色出行的强烈需求，为何不充分吸纳社

会资本，取长补短，形成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双轮”

驱动呢？

事实上，武汉、石家庄等城市目前已经出现了

公共自行车运营一段时间后投入乏力、难以为继的

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地方的公共自行车项

目要么过于依赖政府、投入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

激励机制促使运营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灵活多

样的服务；要么完全交给市场，政府缺位，管理不

到位，同时运营企业只图套取政府补贴、过于重利

轻服务。

由此可见，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手段各有所长、不

可偏废，应该探索将两者更好结合起来的有效机

制。政府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该一推了之；企业

应在政策资源的支持下，努力提高服务水平、逐步增

强自我“造血”能力，探索市场化道路。例如，杭州在

政府一次性资金投入后，通过挖掘广告资源、开发多

功能服务亭、开展“碳交易”等方式，推动公共自行车

项目市场化经营，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此外，在价格机制方面，也可以大胆尝试。当

前，“第一小时免费”的收费机制设计，使得公共自行

车近似于一种社会福利，容易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

浪费，也对享受不到这项福利的人不公平。因此，不

妨借鉴上海取消老年人免费乘公交、改为发放补贴

的做法，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促使人们珍惜并合理

使用有限的资源，提升运营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企业提高收入、进入良性发展循环，从而进一步让公

共自行车发展壮大，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

在新疆昭苏

县塔勒德萨依二

村，朵朵葵花迎

风摇曳，昭苏高

原仿佛一幅大美

的油画。

李文武摄

海拔 4300米的青海玉树州治多县草原。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