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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张家口采取综合
措施修复草原生态
本报讯 去年，河北省张家口市针对坝上牧区退化草原的

类型与分布特点，采取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方式，引

导和鼓励农民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工作。目前，张家口市累计完

成休耕种草 181.26万亩，超额完成全年 180万亩计划任务，划定

基本草原（草地）1110.45万亩。

张家口市围绕重要道路、城镇村庄、重要景区、重点企业周边

和生态脆弱区等“四边一区”重点区域，与59家草牧业和药业公司

合作，种植燕麦、苜蓿等牧草 111.48万亩，种植水飞蓟、黄芪等中

草药 20.42万亩，通过土地流转补助、发展产业带动、公益岗安置

等措施，实现了当地农民就业岗位不减少、收入不降低。此外，

张家口市还通过实施京津风沙源二期草地治理项目，完成退化

草原治理49.57万亩。 （赵彩芬 李云鹏 宋连昭）

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
核验通过人员名单公示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

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1〕1号）文件要求，中国绿色时报

社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前核发新闻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核验，现

将通过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21年 2月 24日至 3月 5日

公示名单如下：

刘宁、陈友平、陈永生、杨玉兰、刘慎元、赵向往、白兆会、

刘斯文、潘春芳、冯安妮、冯璐、王苒、王胜男、温雅莉、刘露霏、

雷欢、刘继广、李娜、尚文博、尹萍、张一诺、张红梅、杜艳玲、吴兆喆、

王钰、苑铁军、陈廉、霍兴华、迟诚、韦荣华、刘泽英、刘倩玮、张萌、

杨晶、果叮咚、蔡鸿涛、龙琳、蒋卫民、张雷、姚伟强、孙阁、周建梅、

刘小虎、钟南清、徐迪、刘丽艳、王秋平、宋晓英、赵怡康、韩莹、

赵侠、周媛、李渝、杨劼、王佳纯、何晓玲、张杨

举报电话：国家新闻出版署 010-83138953
中国绿色时报社 010-84239281

本报讯 禁牧休牧制度是草原生态保护的一项基本制

度。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制度，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一些地方禁牧休牧制度落实不到位，禁而不止、休

而不息、监管弱化虚化等问题比较突出。2020年 4月初，为

进一步加强草原禁牧休牧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草原禁牧休牧工作的通知》。《通知》印发

一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禁牧休牧要求，采取措施，狠抓

草原禁牧休牧，巩固草原保护修复成果，草原禁牧面积达到

12 亿亩，草原植被加快恢复，促进草原休养生息，生态保护

取得明显成效。

河北：明确划定标准，落实禁牧责任

河北省各县（区）明确禁牧区划定标准，依法对严重退

化、沙化、盐碱化草原和生态脆弱区草原实行禁牧封育。明

确禁牧草原四至界限和面积，编绘县乡两级禁牧草原分布

图，核定登记禁牧草原面积。

山西：完善政策法规，制定有效措施

山西省注重在研究制定禁牧休牧相关法规制度上下功

夫见实效。先后出台了《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

例》、《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决定》。吕梁市人大常委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在吕梁市实

施禁牧体牧轮牧促进林牧协调发展的决定》，忻州市人大常

委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黄河流城忻州段生态保护实施

禁牧的决定》，这些文件法规中都明确提出了禁牧休牧的具

体内容和有效措施，确保禁牧休牧工作落到实处。

黑龙江：强化普法宣传，推进制度落实

黑龙江省通过中国绿色时报、省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黑龙江日报以及各大网络媒体等广泛宣传草原禁牧制度，

在省电台党风政风热线通过电话联线、省电视台专题节目

《田妮时间》解读《黑龙江省禁牧计划》，解答农牧民的问题

和困惑。

四川：落实禁牧责任，严格禁牧管理

四川省坚持“谁禁牧、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县与乡、

乡与村、村与牧户层层签订禁牧责任书，采取强有力措施，

严格禁牧管理，确保禁牧效果。

云南：建立规章制度，确保责任到人

云南省各地结合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开展草原管理工

作。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设置草管员，定期巡查禁牧区，核

查草畜平衡区放牧情况，建立草管员制度并实行常态化；在

条件不允许的地方，充分利用各地村规民约，将禁牧休牧和

草畜平衡管理措施纳入村规民约，提高农牧民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自我监督意识，充分发挥村级草原管理作用，坚决

制止违反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规定的行为。

宁夏：强化科技支撑、巩固禁牧成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围绕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与禁牧封育后

续产业发展，组织实施草畜产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加大草

畜产业新品种引进、选育和配套技术的研究、示范与集成推

广。大力开展牧草新品种、饲草料加工、标准化喂养、动物

疫病综合防控等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研究节水抗旱、飞

播等技术，有效提高人工草地的成活率和保存率。扶持建

设各类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提高农

民的养殖和经营管理水平。

新疆：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制度落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全区草原违法案件查处情况

调查，选报草原执法典型案例。伊犁州、吐鲁番、阿克苏地

区、哈密市处理了一系列超载放牧案件，对不构成违法的进

行说服教育，对构成违法的当即立案查处，确保了禁牧休牧

制度的落实。 （程子岳）

山西2020年草原
保护工作十大亮点

本报记者 王辰

2020年，山西省草原部门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主线，全方位推

进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为建设美丽山西助力。

一、山西草原工作明确“五个一”目标

7月 26日，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五

个一”目标：一家人研究草、一盘棋布局草、一条心修复草、一股

劲保护草、走出一条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新路子。

二、率先出台《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

理工作导则》

6月5日，山西率先出台《山西省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工作

导则》，为全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提供了工作指导依据。《导则》要

求重点在“两山七河一流域”涉及的“三化”草地、林下间隙等区域，

按照“黄土不露脸”的要求，因地制宜进行种草修复生态。

三、营造全省草原宣传工作氛围浓厚

为让社会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山西草原，山西草原部门利用草

原主题宣传月活动，向社会发出倡议，借助主流网络媒体宣传山西

草原保护工作，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据统计，《人民日报》、新

华社、《山西日报》等主流媒体刊稿200余篇。

四、“山西草原”徽标彰显山西草原特色

6月 19日，山西省林草局发布并启用“山西草原”徽标，旨在

更好展示山西草原形象，体现山西草原特色。“山西草原”徽标以

草原本色为基，在造型上运用圆形有机结构，徽标中小草茁壮成

长，彰显了山西草原特色，充分展示了“依法保护草原、建设美丽

山西”的特点。

五、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3％

针对全省草原分布及特点，山西坚持把亚高山草甸的修复

治理和退化草原的修复治理作为重点，全年完成草原生态修复

7.54万亩，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504万亩。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山西省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3％。

六、草原生态修复经验受广泛好评

9月22日，在全国草原监测评价与执法监督培训班上，山西省

林草局作了题为《着眼林草融合发展新形势 蹚出草原生态修复新

路径》典型发言，受到全国林草部门的充分肯定。

七、启动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

8月 2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全国首批 39处国家草原

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名单，山西省沁源花坡草原、沁水示范牧场榜

上有名。10月 20日至 21日，山西省林草局在沁源、沁水正式启

动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努力将它们建设成为全国一流

的草原生态休闲旅游胜地。

八、首届草原风光摄影赛提高山西草原知名度

9月 20日，山西省林草局与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沁源花

坡杯”草原风光摄影大赛，共征集各类草原摄影作品 3000多件，

从中评选出 100件优秀作品给予表彰奖励，有力地提升了山西草

原知名度和美誉度。

九、视频大赛推选“山西省十大最美草原”

12月15日，山西省林草局组织开展“山西最美草原”微视频评

选暨“山西十大最美草原”推选活动，历山舜王坪亚高山草甸等获

评“山西省十大最美草原”，16件视频作品分获大赛一、二、三等奖。

十、山西草原管理工作系列丛书开始编印

针对山西草原基础工作相对薄弱，各种资料工具书比较缺失

的实际情况，山西省林草局组织专家开始编印《山西省草原管理工

作系列丛书》。目前，该丛书已完成《政策法规篇》《标准体系篇》编

印，今后还将陆续编印魅力草原篇等一系列草原管理工作丛书。

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
百万头牲畜安全越冬

“立春”时节，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奎屯

沟草场阳光明媚，牧民把“暖圈”里

饲养的羊群赶到野外放牧，享受初

春的暖阳。截至 2月 6日，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草原 110 余

万头牲畜已安全越冬。

右图：2 月 3 日，牧民在奎屯沟

草场放羊。 确·胡热摄（中新社发）

（“森林中国”全国林业新闻摄影大赛）

本报记者 张一诺

草原是承载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场所，它不仅是集

生态、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多功能体，还是维护民族地区团

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同时，

草地在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还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草地类国家公园试点区面积达

17.51万平方千米，占我国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的

79.52%，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设试点也于2020年启动。

发挥草地资源多功能性，平衡草地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

发展的矛盾，是涉草自然保护地走好保护与发展之路的重中

之重。扎根三江源地区 30余载的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

园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对记者说：“三江源区草地多重目标

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草地的可持续管理，因地制宜发展生态草

业，是实现三江源草地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协调发展的必由

之路，也是维持草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重要途径。”

赵新全认为，为实现三江源草地管理目标，按照三江源

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可将三江源地区划分为草

地牧业区、农牧交错区与河谷农业区。在草地牧业区，以实

现草地生态功能为目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提

升和退化草地恢复治理。在农牧交错区，以实现生态、生产

和生活3个功能为目标，关注草牧业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开

展高产人工草地建设和草产品加工，同时吸收河谷农业区农

副产品，开展家畜营养均衡饲养，提高家畜生产效率和农牧民

经营收益。在河谷农业区，以生产和生活功能为目标，开展种

养结合、农牧耦合和产业融合，发展特色畜产品加工，文旅服

务和数字产业等，促进生产-生活协调发展。最终基于区域功

能耦合，实现三江源保护区内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发展。

由于人类对草地资源的高强度利用，草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下降，影响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赵新全说：“在我国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实践中，草地类

自然保护地占据主体地位，实现草地类保护区的草地多功能

目标管理，对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草原类地区可

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为此赵新全建议：在草地类国家公园、草地类自然保护

区和自然公园的草地多重目标管理中应遵循四项原则。

一是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在各类草地自然保护地管理

实践中，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尊重草地生

态系统特点，严格落实草地生态保护措施，扎实推进草地类

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

二是科学合理布局原则。切实处理好草地生态保护与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优化草地类自然保护地不同区域的功

能定位和保护发展目标，协调推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三是草地资源可持续管理原则。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最

高目标是实现草地生态-生产-生活、调节-供给-支持-文

化、保护自然-服务人民-永续发展的多领域多功能的良性

协调发展。

四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功能耦合原则。通过草畜资

源时空优化配置和不同区域功能耦合，提高自然保护地内产

业发展效率，以较低的资源环境代价提高经营效益，切实推

动草地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食草动物放牧是草地资源利用的最主要方式。目前，我

国大部分草地类自然保护地也是主要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区，

因此实现对保护地内天然草地的科学管理、保护与适度利

用，是实现草地自然保护地多目标管理的重要途径。

赵新全说，通过开展以下工作，实现草地资源的科学保

护与适度利用，可以促进草地类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管理。

加强退化天然草地恢复治理，对退化草地按照退化等

级、群落特征和地理气候条件等，因地制宜开展退化草地恢

复治理。

强化未退化天然草地合理利用，基于草地承载力评估，

制定并执行严格的草畜平衡政策，推动草地与食草动物（家

畜、食草类野生动物）平衡管理。

加快保护地内家畜周转效率，通过在适宜区域发展草产

业，推动保护地内种养结合，加快家畜周转速率，降低畜牧业

生产的资源环境消耗，同时为保护地内的野生动物保护提供

空间。

将原有保护地生产功能向保护地外围区支撑区域转移，

如将保护地内牧业生产区的家畜转移至保护地外围的生产

承接区，通过异地舍饲出栏技术提高家畜出栏率，在提高农

牧民收益的同时缓解天然草场载畜压力，切实推动保护地内

的生态保护。

践行区域功能耦合发展优化模式，通过自然保护地不同

区域的草畜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功能耦合，实现不同区域间

的畜牧业营养均衡生产，提高家畜商品率和出栏率，协调推

动草地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

加强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对草地类自然保护区，经

济发展不再局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而应该在适度发展这些

产业的同时，利用本地特有的资源发展如生态旅游、文旅服务

等其他辅助产业，带动草业、餐饮服务等产业发展，培植新的

经济增长点。

科学管理适度利用 促进草地类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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