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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电(记者李亚光、黄涵)“不把
这黑土滩变回大草原，我死都不会闭眼！”13
年前夏日的一个早晨，望着家门口无草可食、
骨瘦形销的牛羊，53 岁的多布旦向村里人立
下誓言。这里的黑土滩指的是草原退化后裸
露的大片荒地。

13 年过去了，没上过一天学的多布旦经
历多次失败，从对种草一窍不通、未曾迈出大
山一步的牧民，到已经能与专家坐而论道。他
这些年亲手播下的草籽，如今开始在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格多草原抽芽吐绿，当地近
11 万亩秃山荒原披上了绿衣，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场景再度归来。

位于果洛州玛沁县格多村的格多草原临
近格曲河，地势开阔，是绝好的天然牧场。多
布旦 15 岁那年，家乡出产的骏马和牦牛已经
打响了名声，周边举家迁来的牧户越来越多。
原本当地只有 5 户牧民，到了 20世纪 80 年
代，格多草原上已搭满了白帐篷，100 多户牧
民和上万头牲畜遍布永宝山脚下。从那时起，
多布旦就敏锐地发现当地草场正在退化。

“比如夏天午后，吃饱了晨草的牦牛在刚
下完雨的山谷间撒欢，粗壮牛蹄铲起一块块
草皮，来年新草复发时就会变得稀疏。当草皮
更新的速度赶不上数量越来越多的牦牛破坏
的速度时，这块草场就会慢慢退化。”多布旦
说。

20世纪 90 年代末，格多草原已黑土滩
遍布，硕大的老鼠东奔西窜啃食所剩不多的
草根。据多布旦回忆，最严重的时候，该村 25

万亩草场中有 11 万亩发生严重退化。
由于草场退化、植被涵养水源能力下降，

格曲河的水量也开始减少。春天狂风一来，黑
土飞扬。那时，望着长满了黑色“癞疮疤”的草
原，多布旦常泪流满面：“牧人没了驰骋的草
场，就像雄鹰没了翱翔的翅膀，这样的日子还
有什么盼头？”

格多村并非孤例。20世纪末，位于长江、

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的整个青海三江源地区，
都面临草原退化带来的威胁。

2005 年，国家在三江源地区启动人工干
预应急式保护工程，在当地探索实施禁牧减
畜、人工草补播、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生态措
施。当年，多布旦也下定决心，要在黑土滩上
干出点名堂。

种草伊始，多布旦用双手犁开自家草场

上的一小片黑土滩，撒下当地草籽，第二年却
盼不来一棵草芽。后来，多布旦多方求教专
家，又尝试引进内蒙古等地的优良草籽，最终
还是因水土不服“全军覆没”。

2012 年春，他变卖自家牲畜多方筹措资
金，在时任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研究员马
玉寿的建议下，一口气种了 1400 亩经过良种
选育的高原燕麦草。

转机来了：盈盈嫩草开始在他的试验田
里生根发芽。看到了希望，多布旦和马玉寿整
天趴在土里，近距离观察、讨论草的长势。这
位牧民自小观察草原形成的很多见解，一度
让马玉寿颇受启发。

“受阳光影响，阳坡的草最先退化，再下
来是阴坡，最后是湿地，所以治理黑土滩应有
先后次序”“老鼠进不去茂密的草丛，只能在
周边打洞。如果将种草和灭鼠工作同时进行、
合理安排，草原退化也许能得到遏制”，多布
旦曾给不少专家提出这样的建议。

在多布旦的影响下，格多村家家户户都
自发种起了草，牛羊获得了充足的食物，个个
都长得健康肥壮。同时，受益于政府投资推进
的种草项目以及高原机械播种技术趋于成
熟，该村黑土滩已所剩不多。

今年 66 岁的多布旦头发斑白，走路已现
老态。他告诉记者，现在村里就剩坡度大于
25 度的秃草山没种草了，如果今年能试种成
功，他许下的誓言就可以实现了。“等有一天
干不动活的时候，希望能不负养育我的草原，
给子孙留下绿水青山。”

三江源牧民多布旦种草记

▲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格多村，多布旦在发生退化的坡地草场查看高原燕麦草长势
（5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亚光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记者高敬、李
鹏)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在 10 省区开展督察
“回头看”。督察组曝光河南省洛阳市义煤集
团新义煤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当地环保部
门对企业开出多张罚单，企业却屡罚不改。

督察组通报，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期间，督察组收到群众投诉，反映洛阳
市义煤集团新义煤业有限公司废水排入洛阳
金水河，造成严重污染。督察组将案件交办地
方后，洛阳市回复称群众举报情况属实，并早
在 2015 年即对企业立案处罚，相关责任人被
相继问责，从 2016 年 2 月起企业已停产。

但 2018 年 6 月，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进
驻河南省开展督察“回头看”后，再次收到群
众投诉。督察组随即开展现场检查。

督察人员现场核查发现，企业存在治污
能力不足、设施老旧，未安装任何计量及水质
监测设备，粗放治污；废水长期超标直排；排
放口设置旁路，污水排河道，煤泥堆岸边；占
用河道建设沉淀池，定期排放底泥污染水质
等问题。

督察组通报称，这家企业作为省管国有
控股公司下属企业，2016 年以来，先后被当
地环保部门下达整改督办通知、停止违法行

为决定等文书 33 份，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 6 次，罚款 30 余万元，移送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 3 人。但企业始终无视执法监管，面
对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以市场
不好停产为由未落实治理要求，督察结束后
又继续开工。

33 张行政处罚文书为何仍挡不住企业
环境违法？

督察组指出，一是该企业上级集团公司
无视国家环境保护要求，作为国有大型企业
本应成为环保表率，却肆意违法，以停产躲
避督察，以审批流程过长为由逃避治污改

造。
同时，当地的属地责任落实不力，敷衍整

改。面对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没有真重
视，放任企业以停产应对群众投诉，敷衍整
改；面对企业恢复生产且屡罚不改，不仅没有
采取更进一步措施，在中央环保督察现场仍
有基层领导干部为企业“站台”。

“环境执法重形式、走过场。”督察组
人员指出， 33 张罚单主要以督办通知为
主，没有充分运用查封扣押、按日计罚等执
法手段，直至这次督察“回头看”进驻才下
决心解决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洛阳义煤集团新义煤业公司违法排污问题，督察现场仍有基层领导为其“站台”

33 张罚单为何仍挡不住环境违法？

新华社拉萨 6 月 18 日电(李键)记者 18
日从西藏阿里地区林业局获悉，2018 年，阿
里地区启动新一轮国土绿化项目，将投资
7000 余万元，造林 3 . 4 万亩。有着“世界屋脊
的屋脊”之称的阿里，将朝着“生态林业构筑
绿色屏障”的目标再迈进一步。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年均降水量 50 至 100 毫米，自然环
境比较恶劣，常年肆虐的风沙严重扰乱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植树造林
计划在阿里启动。近年来，阿里大规模造林项
目加快推进，依靠引进抗寒耐旱树种等手段，

探索高海拔植树造林有效方法，当地生态环
境出现明显好转。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至
2017 年，阿里地区累计投入 1 亿多元，植树
1000 余万株，造林总面积达 6 . 5 万亩。
狮泉河盆地是阿里地区防沙治沙工程的

重点区域。24 年来，这里通过工程项目造林
和义务植树，累计造林 3 . 4 万亩，植树 500 余
万株，风沙得到有效遏制。数据显示，狮泉河
盆地无霜期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年均 117 天
延长到目前的 299 天，年均降水量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73 毫米增加到目前的 138 毫米。

阿里地区林业局造林绿化科科长尼玛平

措介绍，阿里的造林工程主要有重点区域生
态公益林建设、“两江四河”造林绿化、防护林
体系建设和防沙治沙四个项目。通过注射营
养液、包裹保温棉、喷洒树木生根粉等措施，
班公柳、红柳、江孜沙棘等多个树种实现了大
规模栽培，树种成活率目前在 80% 以上。

下一步，阿里将继续开展国土绿化工
程，推进高海拔地区的试种工作；还将按照
“三分造、七分管”原则，在后期管护上下
功夫，通过开展定期的浇水灌溉和病虫害防
治工作，切实提高植树造林成活率、保存
率，不断巩固绿化成果。

西藏阿里启动新一轮国土绿化项目

西西藏藏山山南南市市乃乃东东区区颇颇章章乡乡农农民民
在在雪雪村村苗苗圃圃基基地地内内为为雪雪松松除除草草
（（ 22001177 年年 1122 月月 1111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刘刘东东君君摄摄

新华社武汉 6 月 18 日电(记者黄艳)近日，长江委对中下
游干流河道采砂管理进行暗访式巡江检查，结果发现，当前
正值长江主汛期，一些干流河段仍有采砂船只非法移动，为
防汛工作埋下隐患。目前，长江委正跟踪督办，加大监管力
度，督促相关省(市)认真落实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地方政府行
政首长负责制，确保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可控、稳定向好。

记者从长江委砂管局了解到，在 6 月 4 日至 6 月 11 日
为期一周的巡江暗访中，巡查组检查了从湖北省荆州市到
江苏省扬中市约 1257 公里的江段，检查了沿江各地主汛期
长江河道非法采砂、采砂船舶集中停靠、沿江砂场分布等
情况。

通过巡江检查统计，长江干流荆州至扬中段共有采砂船
舶 345 艘，集中停靠的有 208 艘、分散停靠 62 艘、移动的有
75 艘。在船只集中移动水域，长江委巡查组当即主持召开现
场办公会，明确指出主汛期存在大规模采砂船只非法移动的
严重性和危害性，要求地方各相关水行政执法部门立即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将全部移动采砂船只扣押后集中停靠，并依
法进行处置，同时要将有关情况上报地方各级河长，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拔掉“根子”、割掉“瘤子”。

针对巡江发现的问题，长江委砂管局要求马上加强跟
踪督办和检查，同时多措并举，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相关
省(市)认真落实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
制，强化执法检查，确保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秩序总体可
控、稳定向好。

根据《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是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采砂的禁采期。这期间长江委
及相关省市将强化监督检查，对责任制落实严重缺位、监
督管理不力、问题突出、采砂管理秩序混乱的区域，将问
责相关责任人。

长江委：

长江中下游干流仍有

采 砂 船 只 非 法 移 动

新华社西宁 6 月 17 日电(记者李亚
光)记者近日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获悉，一项名为“暗堡式野生动物洞穴”
灭鼠技术在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投入测试两年，成效
初显。该灭鼠技术可有效吸引沙狐、赤
狐等野生动物在鼠害区入巢繁衍并捕
食周边高原鼠兔，最终达到生态灭鼠、
平衡生态的目标。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
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上世纪末因
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等因素，当地生态系
统逐步退化。伴随着草地退缩，高原鼠兔
数量剧增，一些地区原本植被稀疏的土
地被啃食得寸草不生，加速草地生态系
统的退化，形成恶性循环。2005 年，国家
在三江源地区启动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
工程，尝试通过化学、人工等方式灭鼠，
但在部分区域，效果一直不佳。

据介绍，“暗堡式野生动物洞穴”灭
鼠技术通过就地取材，工作人员在鼠患
较为严重的试验区，以 300 公顷至 350
公顷的区域为一个单位设置人工石质
洞穴，目前已成功吸引多批沙狐、赤狐
等鼠类天敌入巢繁衍，试验区鼠患得到
明显遏制。

该技术的专利权人公保是玛多县
的一名退休干部，曾长期在牧区草原工
作。他告诉记者，人工暗堡式野生动物
洞穴坚固隐蔽、保温防雨，可助小型野
生动物应对高原恶劣的气候，比天然巢穴的条件更为优越。
该人工洞穴在建造时不但取材方便、结构简单，还不会对生
态造成污染和破坏，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这项灭鼠技术并不能把一个区域内的老鼠全都消灭干
净，但可将相关物种数量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防止其过度破
坏草原，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平衡。”公保说，“事实上，作为草地
生态链中的关键环节，高原鼠兔的存在也有着重要意义，只
是数量不能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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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 7 日电 (记者魏
梦佳 ) 1 7 日是“世
界防治荒漠化与干
旱日”。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 1 7 日发
布，自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 2 0 0 0 年
启动以来，北京已
在门头沟、怀柔、
密云等区累计造林
营林 8 1 2 万亩，构
筑起首都北部抵御
风 沙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防沙治沙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北
京的沙化土地主要
分布在永定河、潮
白河、大沙河、延
庆康庄地区和昌平
南口地区“五大”
区 域 ， 总 面 积 达
2 4 7 . 5 万亩，治理
前景观环境差，风
沙活动频繁。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北
京 通 过 开 展 “ 三
北”防护林工程建
设、重点风沙危害

区绿化造林等工程，大规模开展防沙治
沙。 2000 年以来，北京又陆续实施了
京津风沙源治理、播草盖沙、平原百万
亩造林等生态工程。

据悉，特别是 2000 年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启动以来，北京累计完成造林
营林 8 1 2 万亩，工程区森林覆盖率达
52% 、林木绿化率达 72 . 8% ，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12 . 2% 和 15 . 4% 。此项
工程开展的 7 个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生
态示范区。

此外，北京 2012 年起启动平原百
万亩造林工程，在五大风沙危害区加大
生态修复力度，治理废弃砂石坑、卵石
滩地 25 . 3 万亩，营造防风固沙、景观
游憩的多功能森林。在多年播草盖沙基
础上， 2017 年北京还实施了永定河下
游郊野段河道播草治沙项目，实施播草
8000 多亩，种植沙地柏、马鞭草等 2
万株，全面覆盖河道裸露沙地，防止扬
沙，提升区域景观效果。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经过多年
来营林造林、防风固沙，全市治理风沙
危害效果明显，城乡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风沙渐离北京城”。目前，京津
风沙源二期工程 2018 年项目已开始实
施，其中林业项目包括困难立地造林
2 . 4 万亩、封山育林 1 5 万亩，预计
2019 年 6 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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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6 月 17 日电(记者伍鲲鹏)历时近一个半月，
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承担的“南海生物资源调查与评估”专
项第一期部分考察任务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考察人员发现
此前未有记录的植物资源 40 余种。

据介绍，科研考察队完成了对南海 9 个典型岛礁附近海
域藻类资源、微生物资源、岛礁土壤资源与植物病虫害状况等
的调查和评估工作。本次考察工作采集到了大量海洋生物、海
水和底泥等样品，通过对样品的分析处理，科研人员已初步分
离出 200 余株形态不同的细菌和真菌。

考察人员采集到 17 种大型海藻，并发现了岛礁附近不同
海域的海藻差异显著。经过初步统计，考察人员发现了超过
60 余种病害种类，寄主植物超过 50 种，制作了病害标本 40
余份。

同时，考察人员还发现了尚未有记录的植物资源 40 余
种。此外，考察人员还发现了野生、栽培及人为带入的植物共
400 余种，其中耐盐植物 30 余种。为了对这些植物进行进一
步分析、处理，考察人员将采集到的植物标本压制出了 350 余
份标本。

考 察 人 员 在 南 海 发 现

40 余种尚未记录植物资源

新华社沈阳 6 月 18 日电(记者孙仁斌)为持续加强对辽
河凌河流域的治理保护，进一步改善水生态环境，今年辽宁
省拿出补助资金约 4 . 8 亿元，用于辽河凌河保护区河道综合
治理。

辽河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也是辽宁人的母亲河。大凌
河贯穿辽西，东南汇入渤海，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近年
来，辽宁省持续加大对辽河凌河流域的环境治理，保护和恢
复流域生态。

辽宁省对“两河”全流域的治理已经形成了“高位推动，属
地责任”的重要经验。今年根据实际情况，辽宁省本级预算拿
出补助资金及时下达支持“两河”属地市，用于“两河”退耕
(林)还河补助、水利及管护设施运行维护、河道治理补助等用
途，并要求“两河”属地市相关部门及时落实具体项目，加快资
金拨付进度，强化资金使用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辽宁投入约 4 . 8 亿元

综合治理辽河凌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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