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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排2700万元湿地生态补偿款
破解鄱阳湖“人鸟争食”问题

本报讯 从江西省林业局获悉，随着中央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下达，江西今年统筹安排2700万元，用于

补偿鄱阳湖湿地周边因候鸟保护造成损失的湖区群

众、社区及相关保护区，比去年多出700万元，以此破

解鄱阳湖“人鸟争食”问题。

据了解，鄱阳湖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主要用

于对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湿地，因鸟类等野生动物保

护造成损失而给予的补偿。补偿对象分三类：受损的基

本农田及第二轮土地承包范围内的耕地承包经营权人、

遭受损失或受影响的社区和承担了鄱阳湖国家重要湿

地保护任务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据介绍，近年来江西湿地补偿实施范围不断增

加，已从部分区域扩大到鄱阳湖全域范围。

（姚子云）

天津建立环保企业“领跑者”制度
发挥治污主体主动性自觉性

本报讯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财政局、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天津

市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制度实施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并全面启动2019年天津市环境保护

企业“领跑者”评选工作。

《办法》明确了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的申报条

件、有效期、可享受的九项激励政策和应当遵守的三

项要求等。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在申报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专项时，可优先入库，优先评审；对于满足生

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要求的，

在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不列入停限产清单；适

当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频次等。

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介绍，环境保护企业“领跑

者”是同类可比范围内生产工艺技术先进、污染治理处

于全市领先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科学规范的企业，

在提高落实治理污染主体责任的主动性、自觉性方面

具有先进引领作用。天津市环境保护企业“领跑者”每

年遴选和发布一次，有效期一年，对于不再满足相关要

求的企业，将督促整改或取消称号。 （黄江林）

海南试点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贯彻“谁获益，谁补偿”“谁污染，谁赔偿”原则

本报讯 为促进海南省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保护

和治理，海南省财政厅等部门此前决定在赤田水库和

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跨市县河流且已开展

水质监测的交接断面开展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试点，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截

至8月底，9个试点断面补偿协议已成功签订，标志着

海南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顺利完成。

据了解，截至8月底，涉及海口、三亚、琼中、五指

山、白沙、保亭等13个市县，赤田水库集贸市场桥和三

道镇合口桥断面、南渡江后黎村断面、南渡江群益村

断面、昌化江什统村断面、昌化江乐中断面、昌化江跨

界桥断面、昌化江石碌河石碌水库入口断面、大边河

溪仔村断面、凌水河打南村断面等9个试点断面的流

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已全部签署完毕。

试点市县按照“谁获益，谁补偿”“谁污染，谁赔

偿”的原则，对试点断面水质进行季度考核和年度考

核，市县政府之间的补偿按照考核结果及补偿协议约

定进行“季度核算、年终结算”，补偿标准由上下游市县

按照30万元/季度~360万元/季度的最低标准进行自

主协商确定，对断面水质监测值达到季度考核目标的，

由下游市县政府补偿给上游市县政府；对未达到季度考

核目标的，由上游市县政府赔偿给下游市县政府。省级

财政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对达标上游市县给予奖励。

（王存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实践
——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成就综述

□ 胡 璐 蔡馨逸 林碧锋

9 月，陕西省延安城区以东

30公里的薛张流域，满山披绿，生

机盎然。山上种植着阔叶林和针

叶林，山腰经营着梯田和苹果园，

山下则是鱼塘和大棚。

“退耕前，流域内全是荒山荒

坡。”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长

杨树伟感慨道。如今，当地林草

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还草前的

18%增长到90%以上。

自1999年启动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以来，我国加快了国

土绿化进程，对改善生态环境、维

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

用。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

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还草助“绿”
中国版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

介绍说，1999年以来，全国累计实

施退耕还林还草5.08亿亩，其中

退耕地还林还草1.99亿亩、荒山

荒地造林 2.63 亿亩、封山育林

0.46亿亩。

张建龙说，通过一“退”一

“还”，工程区生态修复明显加快，

林草植被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

率平均提高4个多百分点，一些地

区提高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百分

点，生态面貌大为改观。

在陕西，延安市累计退耕还

林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19

个百分点。昔日“山是和尚头、水

是黄泥沟”的黄土高坡，如今变成

了山川秀美的“好江南”，实现了

山川大地由黄变绿的历史性转

变，成为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

态建设的成功样本。

在贵州，实施新一轮退耕还

林还草对近年来全省森林覆盖率

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发挥了重要

作用，扭转了治理区生态恶化的

趋势。

张建龙说，20年来，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造林面积占我国重点工

程造林总面积的40%，目前成林

面积近4亿亩，超过全国人工林保

存面积的1/3。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系统更健康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

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

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

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

土，土的命脉在树。”

国家林草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固

土、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面产

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1.38万亿

元，涵养的水源相当于三峡水库

的最大蓄水量，减少的土壤氮、

磷、钾和有机质流失量相当于我

国年化肥施用量的四成多。

近年来，全国荒漠化和沙化

面积呈现“双减少”、程度呈现“双

减轻”，退耕还林还草起到了重要

作用。第三次全国石漠化监测结

果显示，2011年~2016年，我国石

漠化面积年均缩减3.45%，以退耕

还林还草为主的人工造林种草和

植被保护贡献率达65%。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认

为，长江上游退耕还林等水土保持

措施，以及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兴建

是长江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专家表示，通过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把生态承受力弱、不

适宜耕种的地退下来，种上树和

草，是从源头上防治水土流失、减

少自然灾害、固碳增汇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推动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让农
民更富裕

“2016年以来，我把5.4亩退

耕地都种上了芒果，去年挂果就

卖了1500多元，3年领到补助资

金6400元。”不久前，53岁的云南

省龙陵县勐糯镇沟心寨村村民

杨满招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种

经济林果既绿化了荒山荒地，又

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下一

步，我准备在林下再养些鸡！”

2005年以来，勐糯镇共实施

退耕还林5151亩，其中种植核桃

912亩、芒果 1239亩、澳洲坚果

3000亩。勐糯镇林业站负责人

李家有介绍说，当地通过退耕还

林项目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还带

动全镇4个农村社区、2个村委会

发展经济林2万多亩。

农民群众是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的建设者，也是最直接的受益

者。全国4100万农户参与实施

退耕还林，1.58亿农民直接受益，

经济收入明显增加。截至2018

年，退耕农户户均累计获得国家

补助资金近9000元。退耕后农

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后续产业

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林地流转增

加了财产性收入，外出务工增加

了工资性收入。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大多是

贫困地区，工程的扶贫作用日益

显现。据国家林草局对100个退

耕还林还草样本县的监测，新一

轮退耕还林还草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覆盖率达18.7%。2016年~

2018年，全国共安排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有关县和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2946.6万亩，占三年退耕还林总

任务的近3/4。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

也极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

了新途径。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促进农业结构由以粮为主向

多种经营转变，粮食生产由广种

薄收向精耕细作转变，许多地方

走出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

恶性循环，实现了地减粮增、林茂

粮丰。

同时，各地依托退耕还林还

草培育的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森

林旅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等新

型业态，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

姓的金山银山。

□ 梁 娟 姜辰蓉 蔡馨逸

20年间，在曾经荒山秃岭、水

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一场由

黄到绿的生态巨变悄然发生。

1999年，中央启动退耕还林政策，

作为源起之地的陕西省延安市，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与其中，他

们不仅改变了黄土高原千百年来

的面貌，还从千万亩林海中走出

致富路。

抛在旧时光里的记忆

“南泥湾好地方……遍地是

庄稼，到处是牛羊”，歌里的南泥

湾有陕北“好江南”之称。但20世

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山坡被

开垦成农田，南泥湾水土流失越

来越严重。

在74岁老人侯秀珍的记忆

中，坡耕地产量极低，当地农民一

年到头在几十亩耕地中辛苦劳

作，却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

垦”的怪圈。

“过去山上都是农田，土地

根本存不住水，一下雨连泥带水

就往川道的稻田里泄，农民只

能用盆把稻田里的泥往外舀。”

侯秀珍说，“那时候山上的耕地一

亩地一年才打100来斤粮食，广

种薄收。”

除了庄稼，还有满山的牛

羊。“尤其是山羊，不仅吃草和树

叶，连草根都用蹄子刨出来吃掉，

树皮都啃光。”侯秀珍说。雪白的

羊群所到之处，本已脆弱的绿意

更难留下，只剩一片荒山秃岭。

资料显示，20世纪末，延安水

土流失面积高达 2.88 万平方公

里，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2.58亿

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1/6。

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退

耕还林前的延安一刮风，尘土遮

天蔽日。“过去我们这里的人，男

的不敢穿白衬衫，女的不敢穿白

裙子。因为出去转一圈，回来就

剩土色了。家家门口都挂着个掸

子，进门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掸

土。”当地人说。

绿树成海赛江南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

退耕还林工作，在延安提出了“退

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

粮代赈”的16字方针。这是一场

深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生态

治理工程。据延安市政府统计，

作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延

安市有28.6万农户、124.8万农村

人口参与到这一工程之中。

闫志雄在退耕还林之初，是

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村干部。

“当时我们下定决心，拿了国家的

退耕还林补贴，就要把树栽好，让周

围光秃秃的山峁绿起来。”闫志雄

说，“我们挨家挨户地跟村民做工

作，要把栽树当喂娃娃一样；羊必

须圈养，谁家的也不能上山。”

如今的南沟村，青山连绵。

“山上的树林，都是村民一棵一

棵栽起来的。”闫志雄说，“延安

干旱缺水，栽树不易。一片林

子往往需要两三年的补种才能

长起来。”

陕西省林业局的统计数据

显示，经过20年不懈努力，延安完

成退耕还林1000多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52.5%。

在南泥湾，山上的地退耕

了，绿树逐渐成林，泥水不再下

山，川地里的稻田也增产了。现

在的南泥湾，蓝天白云之下，青山

伫立相对，中间百亩稻田与百亩

荷塘缀连成片，俨然一派秀丽的

江南风光。

“村里的劳动力解放了，孩子

们不再跟着大人种地，都去上学

了。这几年村里不仅出了很多大

学生，还出了研究生、博士生。这种

日子在过去哪里敢想？”侯秀珍说。

青山成就“致富经”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提

供的数据显示，实施退耕还林以

来，延安的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

的46%提高到2018年的81.3%；

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

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天，

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年2.58

亿吨降为0.31亿吨，降幅88％。

“绿水青山”不仅是好的生态

环境，也为延安人带来了致富的

新机遇。

南沟村凭借青山、绿水、窑洞

和花田构成的山水田园美景发展

起了旅游业。景区开业仅半年，

收入就达到100多万元。作为景

区股民的每个村民都是受益者。

看着新的南沟村，闫志雄踌

躇满志。“这些年我们村里人的收

入噌噌地涨。1996年村里人均年

收入只有600多元，现在有1.4万

多元；过去村里是羊肠小道，东西

要靠‘人背驴驮’，现在是车水马

龙；过去住土窑洞、点煤油灯，一

下暴雨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现

在村里都是石窑、洋房。”

在延安，宝塔、安塞的山地苹

果，延长、宜川的花椒，吴起的香

瓜，延川的红枣，黄龙的板栗、

核桃，都已成为退耕群众重要

的收入来源。在主导产业支撑

下，延安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退耕前的1356元提高到2018年

的10,786元。

延安市林业局统计显示，目

前整个延安林果面积已达676万

亩，仅苹果年产值就达到120亿

元，森林旅游年直接收入达1.2亿

元，林下经济年收入8.1亿元。

荒 土 换 青 山 林 海 淘 真 金
延安退耕还林20年造就绿色奇迹

“沙乡”民勤
节水农业获丰收

甘肃省民勤县位于河西

走廊东北部、石羊河下游，是

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包围的一片绿洲。为了保护

绿洲生态，民勤县大力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

业，全县2018年的节水农业面

积达到76万亩。现在，经济效

益高、耗水少的花卉水果等作

物担起农民增收的“主角”，也

成为秋收时节的一景。图为

民勤县大滩镇农民在凉棚下

收割沙葱。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云南洱源云南洱源：：保护保护生态推进乡村振兴生态推进乡村振兴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先决条件和

巨大优势。“今年暑假，每天有近千名旅客来到佛堂

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凤羽镇党委书记

项丽娟介绍，佛堂村将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挖掘当

地传统文化，引入当前时尚元素，开发乡村旅游。

图为洱源县凤羽镇“水稻+养鱼”共育示范区。

新华社记者 王安浩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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