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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绿色家底”越来越殷实
本报记者 常 理 代 玲

7 月的林芝，碧水蓝天，雅鲁藏布江两

岸，满山的植被郁郁葱葱，与远处的雪山遥

相呼应，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山水画；尼洋河

里，鱼儿尽情嬉戏，微风徐来，河水泛起层

层涟漪……

林芝，素有“雪域江南”之称，气候宜

人，森林覆盖率高，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近年来，林芝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绿色可持续

发展道路，大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

合治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全市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潮涌动，群众生

态环境获得感不断增强，“绿色家底”越来

越殷实。

从拉萨出发，沿拉林公路向东 350 公

里，就到了美丽醉人的巴松措。这里位于

念青唐古拉山脉东部的林芝市工布江达

县 ，是 西 藏 第 一 个 自 然 风 景 类 的 5A 级

景区。

巴松措属于高山峡谷地貌，湖水清澈

见底。这里植被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十

分丰富。如何在开发利用的同时保护好生

态环境，是当地政府首先考虑的事情。近

年来，工布江达县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

物资源的违法行为，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工程的实施，筑牢生态

屏障，有效保护了绿水青山。

在巴松措景区，垃圾分类指示牌、环保

标语随处可见。林芝市生态环境局工布江

达县分局副局长何松告诉记者，全县积极

组织开展“倡导绿色消费，拒绝白色污染”

宣传教育活动，狠抓巴松措湖区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重点对湖面及沿岸进行综合治

理，每天都有工作人员负责清理沿湖垃圾。

“巴松措景区内所有运营车辆及船只

全部采用环保型清洁能源车辆和游船。”何

松介绍，景区规范台账登记，确保污水、垃

圾处理工作规范、高效、有序开展。去年，

工布江达县还实施了巴松措结巴村污水治

理工程，目前污水处理厂已开始运行，实现

了景区污水的就近处理。

林芝市副市长徐龙海说，“十三五”以

来，林芝市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和重点

生态功能区修复工作，实施“两江四河”流

域造林、重点造林工程建设等国土绿化工

程，森林覆盖率达到 53.6%。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持续保持在 100%，主要江河湖

泊水质达到或优于Ш类标准，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林芝市通过

一系列措施，破除了生态环境体制机制障

碍，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高，为生态环境保护增添了强大动

力，激发了全社会关心参与支持生态环境

保护的热情。

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青藏高原最主要的水汽通道。在保护区

内，雪山、峡谷、冰川、瀑布、湖泊、温泉等自

然资源丰富。近年来，林芝市保护性地开

发了大峡谷保护区内的实验区，完成了保

护与生态恢复工程、科研与监测工程、科普

宣教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立了大

峡谷旅游风景区等；同时，通过打响林芝桃

花节等旅游品牌，促进了当地农牧民的增

收致富。

据介绍，2016 年以来，林芝市累计落

实生态岗位资金 3.54 亿元，年均享受生态

岗位 2 万余人次，年人均增收 3500 元。林

芝市鼓励群众参与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推

进生态苗木良种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苗木

经济，引导群众走生态路、吃生态饭。通

过不懈努力，林芝各族群众已成为保护生

态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受

益者。

夏日时节，漫步于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

的城区乡间，山披新翠，花香袭人；城区街巷

芳草如茵，净无纤尘，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绿

意。生态建设让黄土高原的土地盖上绿色

“被子”；乡村振兴让苦瘠甲天下的农民挣到

“票子”。

近年来，崇信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建设森林城市，厚植

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带动群众脱

贫致富，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赢，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崇信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

林在城中

“这几年县城变化很大，公园绿地多了，

有山有水处处都是景。”每天坚持晨练的崇

信县滨河路社区居民肖比达告诉记者，在绿

色环绕的环境中强身健体，幸福感倍增。

绿树掩映，汭河蜿蜒，繁花似锦，城区的

绿 色“ 蜕 变 ”，让 每 个 生 活 在 此 的 人 备 感

惬意。

“增加绿量会吸附更多的尘埃和有害气

体，对改善空气质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崇信县林草局局长张继珍介绍，崇信县立足

山水特色，大力实施城镇增绿添景工程，点、

线、面结合，乔、灌、草相间，先后实施了县城

北入口、西入口、环城西路、原 304 沿线等一

批重点区域绿化工程，着力打造“四季常绿、

三季有花”的绿色之城、美丽之城。

绿色主色调一经绘就，便向四面不断延

展。面山绿化是崇信每年春秋两季植绿的

“主战场”，全民参与，全域推进，使城区南北

面山焕发新颜，构筑起层层绿色屏障。

崇信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浩霏告

诉记者，县里围绕增强城市森林生态功能，

大力实施面山绿化工程，高标准建成西坪山

等 4 个万亩级造林示范点和湫浥沟等 10 个

千亩级造林示范点。

在推进森林城市建设中，崇信县更加注

重绿色通道建设，先后建成省道304线、崇白

路、崇大路、203线新建路段等道路景观带 15

条，构建起相互贯通、扩绿添景的生态体系，

城乡居民出门能见绿，游憩在林下，休闲进

森林。

此外，崇信县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不遗余

力。建档在册的古树名木就有193棵，每逢看

见参天如云或枝繁叶茂的前朝古树，人们不禁

感叹这座城市的沧桑厚重。

厚植生态

青山拥碧水，花海绕城郭。崇信，这座

西北小城从传统的“绿意盎然”变得“色彩斑

斓”，绝非偶然。

“县城建设要突出山水特色，打造文化

之城、绿色之城、养生之城、诚信之城、创新

之城，建设森林城市、园林城市、旅游城市、

精致城市。”崇信县委书记张拴会在调研全

县城市更新行动时如是说。

崇信县“三荒造林”、景观廊道、美丽乡

村绿化等生态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绿色锦缎

徐徐铺展。

崇信县坚持城乡一体、水系连通，不断拓

展绿地空间，让森林进城、上路、入村、到户，

着力打造“黄土高原最美乡村大公园”。张继

珍介绍，崇信县目前已建成 1 个森林小镇、6

户“森林人家”，村庄林木绿化率达36.6%。

“我拍到的鸟有40多种，这几年，红尾水

鸲、黑鹳、黑脸琵鹭这些珍稀鸟类也能见

到。”摄影爱好者闫和平说，生态改善了，

水鸟种类也在不断增加。

而这正是崇信做足水生态文章的生动

体现，实现了以水润城、涵养生态的综合效

应，一些珍禽鸟类在汭河找到了栖身之所。

“绿意”生金

“春夏是旅游旺季，这里的柴火鸡生意

特别好。”在“绿源美”家庭农场务工的西刘

村村民姚红梅说。去年，她参加了村里组织

的劳动力技能培训，掌握了烹饪技术，现在

每月有2800元收入。

“我们招商引进锦屏镇客商薛德科到西刘

村发展林下养鸡，后来办起了‘绿源美’家庭农

场。”西刘村党支部书记赵建荣介绍，农场用工

优先安排本村农户，既能顾家也能挣钱。

西刘村从深度贫困村蝶变为美丽乡村

是近几年的事。虽说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

后，可村子植被茂盛，山清水秀。在镇政府

的支持下，西刘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如今，崇信县建成美丽乡村 40 多个，乡

村旅游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

产业。

崇信县果业局局长陈永龙介绍，崇信县

按照“塬果川菜整县牛”的产业发展思路，大

力实施品牌战略，推行绿色有机生产，“十三

五”时期完成果树经济林建设 4.4万亩，全县

苹果种植面积达到 4.14 万亩，形成“一区一

带一基地”果产业发展格局，使小苹果成为

群众的致富果。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崇信县积极

做好统筹发展、绿色惠民文章，大力发展以

苹果为主的特色经济林、森林旅游、林下经

济等绿色产业，形成了多头并进的林业产业

发展格局。

仅用 2 个多月时间，青岛鑫怡发置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江世良就收到了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出具的怡发

龙山产业园 9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受益于小微企业环评“打

捆 审 批 ”，环 评 审 批 时 限 比 以 往 缩 短

一半。

这次环评“打捆审批”在山东省尚属

首次。江世良介绍，位于即墨区龙山产

业园的青岛鑫怡发置业有限公司占地面

积达 100 亩，总投资约 2 亿元，建设标准

厂房 10栋，建筑面积达 1.2万平方米，主

要引进汽车配件制造企业，已签约的 9

个项目主要是从事汽车配件加工、机械

加工的小微企业。

按照以往要求，每个建设项目均需

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今年，山

东省生态环境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

环评“放管服”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园

区内同一类型的小微企业项目可以实行

环评“打捆审批”。环评“打捆审批”是指

对园区内同一类型的小微企业项目的环

评集中办理，统一提出污染防治要求，单

个项目不再开展环评，园区内的小微企

业可共享环保公共基础设施或集中工艺

设施，明确一个责任主体，依法开展共享

设施的环评。

青 岛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即 墨 分 局 认

定，青岛鑫怡发置业有限公司已入驻

的项目为同一类型，符合小微企业项

目“打捆审批”的相关政策。于是，清

明假期刚过，青岛鑫怡发置业有限公

司就在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指

导下着手准备编制环评报告事宜，没想到，仅用 2 个多月就完成

了从编制环评报告到发出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的审批全

过程。

“即墨区工业企业众多、小微企业聚集，如果园区内项目逐个进

行环评审批，费时费力费成本。即墨生态环境分局决定先行先试，在

青岛鑫怡发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9 个项目率先试点，采用环评

‘打捆审批’的方式，避免企业每新上一个项目开展一次环评审批，节

约审批时间。”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贾永涛

说。批复意见明确提出，园区签约的 9 家小微企业承担各自生态环

境主体责任，青岛鑫怡发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园区管理机构承担相应

的污染防治责任。企业和园区各负其责，落实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要

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打捆审批’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节省审批时间的同时，也

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促进项目快速落地。”江世良说。

环评制度作为约束项目与规划环境准入的法制保障，既是守住

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长远之

策。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将加快研究相关实施细则，将即墨龙山产业

园区“打捆审批”的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样本，在全市推广

实施，助力项目引进、落地、投产“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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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加大力度建设绿色矿山，对煤

矿采空区进行土地平整、恢复植被，对露天煤矿的排土场进行

复垦，曾经的荒山秃岭变得绿意盎然。目前，鄂尔多斯市已建

成绿色矿山 170 多个，其中 21 个矿山被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

录。图为鄂尔多斯市蒙泰满来梁煤矿（7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采煤矿区披绿装

观察地理格局，西藏自治区是亚

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

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

物种基因库；“中华水塔”三江源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涓涓细流

汇聚成大江大河，孕育出沃野千里、璀

璨文明；祁连山是阶梯分界线，更是天

然的固体水库，其冰雪消融，滋养黄

河、青海湖，哺育戈壁绿洲河西走廊

……西部地区在全国生态安全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看我国经济版图，在西部大开

发战略引领下，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地区

相比差距依然不小，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依然突出，西北地区落后于西

南地区的程度更是有加大的趋势。

当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同样须臾

不能松劲，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在

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要求就

越来越紧迫。不能认为西部地区环境

容量大就“大干快上”，也不能因噎废

食放松必要的发展。正确的思路应该

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走出一条生态友

好、绿色低碳、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要坚持保护优先，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针对不同区域和资

源特点，采取保护、治理、利用等不同措施，根据不同区域水土

资源承载能力，采用适应当地条件的荒漠化防治和生态保护

修复策略，牢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要坚持绿色发展，立足特

有资源禀赋，找准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中，尤其要根据产

业关联性需求，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与本地区原有产业对接

的项目，弥补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综合评估承接项目的相关

要素，避免落后产能、“两高一低”企业和项目“乔装打扮”混入

其中。

保护是基础，发展是目标，贯穿其中的必然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通过改革创新，构建多元化、市场化补偿机制，打

通生态产品变现路径，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生态

保护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拓宽人们收入的来源渠道，实现金山

银山和绿水青山的有机统一。惟其如此，才能让美丽与富裕

相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才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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