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阿坝：青山绿水间 乡村新画卷

开展综合治理
筑牢生态屏障

从阿坝州松潘县镇坪乡麦

吉村沿岷江往上游行进，便是岷

江源。

岷江、涪江发源于松潘

县，这里也是长江和黄河的重

要生态屏障。松潘县 2022 年度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补给区综

合治理项目实施以来成效初

显———昔日的裸露山坡已全

部种植了云杉和高山柳，枝干

挺拔，生机勃发。

2019 年 12 月，四川松潘岷
江源国家湿地公园被国家林草

局正式批准为国家级湿地公

园。松潘县川主寺镇寒盼村负

责对公园部分区域进行生态巡

护。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彭措介

绍，村里 63户人家每户都参与
其中，村民定期对公园的环境

卫生、防火安全等进行巡护。

依托岷江源独特的自然环

境、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等，松

潘县还建设了岷江源国家湿地

公园科普馆，开展湿地科普教

育。如今，这里常常是游客探寻

公园的第一站，也成为上接九

寨、下连黄龙的生态研学旅游

热门地。

发源于阿坝州红原县刷经

寺镇的白河，蜿蜒流淌 150 公
里后汇入黄河。曾经，红原县草

原沙化严重，风一吹全是沙子。

如今，白河沿岸随处见绿，大部

分区域林草植被盖度达到 60%
以上。

在白河流经的红原县瓦切

镇德香村，边坡上可见一丛丛

矮小灌木错落排列，还分布着

不同大小的网格沙障。这是德

香村一个沙化土地治理点的景

象，为了把流动沙丘固定住，红

原县采取“防风阻沙林带+生物
沙障+灌草间种+施肥”的方式
治理沙化土地。按照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的原则，红原县根据沙

丘的不同类型和土地沙化的不

同程度，分别采取不同方法进行

综合治理。

走进若尔盖县黄河大草原，

放眼望去，曾经的废弃矿山上，

小草破土而出，绿色向远方延

伸，一片生机盎然。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

南缘，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

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

“在若尔盖，因天然地质变化或

过往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

的裸露基岩，不仅影响草原的美

观，还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若尔盖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介绍，他们用椰壳纤维制成椰丝

毯，为草原内局部裸露基岩“盖

上毯子”，“椰丝毯既保温保湿，

又能防冲刷，适应各种草种生

长，为植物提供长期的土壤保

湿、防风保温等功能”。

据了解，自若尔盖国家公园

启动创建以来，阿坝州高效推进

“若尔盖山水工程”，创建区开工

一级子项目 17个，完成投资 9.7
亿元。推进“七大保护”行动、“七

大治理”工程，开展黄河上游干

支流综合治理和生态防护带建

设，全面落实治沙还湿、填沟还

湿、限牧还湿等措施，创建区建

成生态防护带 741.5 公里，治理
沙化土地 22.7 万亩，恢复湿地
11.1万亩。据测算，公园范围内
的花湖湿地水位上升了 52 厘
米，湖泊面积扩大了 435公顷，
黑颈鹤种群数量突破 2000 只，
白尾海雕、胡兀鹫等珍稀野生动

物也在这里落户安家，生物多样

性更丰富了。

开发生态价值
发展乡村旅游

岷江岸边，硕果累累，藏羌

风情的麦吉村点缀在青山绿水

间，更显五彩斑斓。就在今年之

前，还没有村民相信往来游客会

选择来这里住宿：“我们这个地

方，恐怕不会有人来歇哦！”

麦吉村地处松潘县与茂县

交界处，以种植藏红花椒、高山

蔬菜和高山菊芋等为主，与岷

江沿线上下游相比，并无旅游

目的地优势，游客只是从这里

经过，几无停留。但在返乡创业

的杜娟夫妇看来，家乡发展旅

游大有可为。

“村里和镇上的干部找到

我，鼓励我搞旅游。这其中固然

有家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这里

有发展的条件，不然我们也不敢

贸然投资。”杜娟说，她看中的正

是麦吉村海拔相对较低的地理

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的

特色文化。

“目前来看，效果不错。”杜

娟介绍，自今年 6月村里试点打
造的集食宿娱一体的两家特色

民宿试营业以来，来这里的游客

就多了起来：“暑期游高峰的时

候，房间订满了，有些游客还提

出想住在尚未进行民宿改造的

村民家中。”在杜娟看来，游客能

留下来住宿，和这里相对较低的

海拔关系很大。“一些老年人和

小孩不太适应高海拔环境，相比

周边，我们这里的海拔仅有

2000 多米，完全可以成为家庭
游的中转站。”杜娟说。

如今，川青铁路青白江至镇

江关段通车在即，杜娟正联合村

民加紧对民宿进行提升改造。随

着动车组开进羌寨，下一个愿景

就是村子能从中转站变为周末

旅游目的地，杜娟对此充满信心

和期待。

培育特色产业
带动乡村振兴

“去年产值超 56万元，今年
有望突破 80 万元。”50 岁的王
超是理县大白菜种植致富带头

人，一家人在自家的 30多亩土
地上轮种大白菜和莴笋等。

王超所在的梭罗沟村平均

海拔 2600米，是正在建设的理
县高原蔬菜现代农业园区的重

点区域。目前，园区正加快建设

育苗中心、蔬菜产业基地、农事

服务中心、商品化处理中心、数

字农业等项目。

“良种有人培育、技术有人

推广，就连土地边河道堡坎都有

人来加固。”借着园区建设的东

风，王超的地里建起数字化农业

试验田。“大大减少了人工不说，

还能对蔬菜生长过程进行精准

把控。”种了半辈子蔬菜的王超

感慨。

国道 213线，货车往来不断。
“明年我的李子还要卖给你。”茂

县凤仪镇石鼓村果农喻姚对刘

平巧说。在茂县，许多村民都想

把自家的李子卖给刘平巧。

刘平巧是当地出了名的带

货达人。2018年，她参加了茂县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组织的

电商培训班。如今，通过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她在 2021年实现
销售额 1600 万元，2022 年实现
销售额 1300万元。作为土生土
长的茂县人，在富起来的过程

中，她一直不忘带动乡亲们共同

致富。

“我参照往年的销售量向村

民预付定金签订订单，请他们按

照各销售平台的质量标准种植，

价格也能得到大幅提升。”刘平

巧义务帮助周边村民直播卖货，

还带领果农一起提升水果品质，

从而增加果农收入。

在阿坝州，绿色农牧业乘

势而上，生态工业振兴崛起，全

域旅游蓬勃发展。丰富多样的

农特产品、郁郁葱葱的牧野田

园、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是阿

坝州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土

壤”，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推动力。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阿坝州积极推进生态美

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三家

园”建设，努力实现“布局美”

“产业美”“环境美”“生活美”

“风尚美”，一首业兴、民富、村

美、人和的奋进曲正在阿坝大

地激昂奏响。

（据《人民日报》）

05
２０23．9.19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

近年来，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积极推进生态美

丽、和谐幸福、富裕小康

“三家园”建设，全方位

加强生态保护治理，努

力将生态环境资源优势

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

强劲动能，绘就一幅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群山环抱之间，翠

绿农田星罗棋布，旅游

大巴往来穿梭。望着长

势喜人的大白菜，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理县梭罗沟村种植大户

王超对今年的收成信心

十足。

今年是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聚焦“生态、产业、乡村

振兴”三向发力，阿坝州

全方位加强生态保护治

理，让农业“兴”起来，让

农民“富”起来，让乡村

“美”起来。一幅美丽的

乡村振兴画卷，正在阿

坝大地徐徐展开。

走在浏阳市中和镇雅山村

的田间地头，整洁的道路、干净

的河道让人心旷神怡。在豆田河

附近，雅山村丁字完小的 30余
名小小志愿者化身为“河小青卫

士”正在进行河道保洁志愿服

务。他们有的手持钳子，有的拿

着垃圾袋，还有的拿着比人高的

扫帚，将散落在河边的塑料袋、

烟头、杂物等捡起并收集在垃圾

桶中。

据悉，为提高中小学生爱河

护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营造出

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中和镇河

长办联合雅山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丁字完小，开展“争当河小

青 护河我先行”河长制第一

课。在小小志愿者们分工合作、

互相配合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清扫，河道环境焕然一新。

“通过这次的清洁行动，我

感受到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也更

加珍惜没有污染、没有垃圾的美

丽家乡。”小志愿者张萌一边擦

拭着汗水一边说。

“今年以来，我们村上共组

织开展河道保洁、环境整治等志

愿服务行动 18 次，累计发动
270 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其中，为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持续奉献青

春力量。”中和镇雅山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磊介绍。

赋能基层治理，彰显青春

价值。雅山村将青年志愿服务

力量融入环境治理的方式，为

中和镇进一步探索社会治理青

年参与模式提供了新发展路

径。青年志愿者群体如何在乡

村治理中被激活，如何提升治

理中的含“青”量成为了该镇的

一个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和镇一方面不断

升级志愿服务一体化的理念与

模式，打造“青”字号志愿服务品

牌项目，成立志愿者联盟，实现

青年志愿服务地域全覆盖，为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机制建

设注入青春力量。另一方面，将

青年志愿服务融入乡村治理环

节，围绕反诈骗宣传、普法宣传、

卫生整治、圆梦微心愿、爱心助

学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志愿服

务，实现青年力量“供”与社会治

理“需”的精准对接，切实为乡村

治理打造出了一支充满活力的

生力军。

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今年

青年志愿者成为了中和镇的一

支“急先锋”，积极投身社会治理

第一线，马路两旁、房前屋后、田

间地头处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

影，志愿服务中青少年的参与频

次异常抢眼。绿色的风景搭配红

色的志愿服务，显得格外和谐与

美好。 （据人民网）

湖南浏阳中和镇：
提升志愿服务含“青”量赋能乡村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