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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1 月 1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 2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
见》。会议强调，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
整体性和系统性，开展科学评估，按生
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脆弱
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将生态保护
红线作为编制空间规划的基础，明确
管理责任，强化用途管制，加强生态保
护和修复，加强监测监管，确保生态功
能不弱化、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为切实保护好西藏这一重要的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2009 年 2 月 18 日国
务院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
建设规划》，确定实施三大类 10 项工
程。近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西藏生
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2008~
2014 年）建设成效评估》报告。

报告指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
程实施开局良好，高原生态系统整体
上处于稳定状态，重点工程区的生态
效益已经开始发挥，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得到有效维持。

西藏生态屏障工程实施的进度和效
果，以及工程完成的目标和效益等问题
都需要进行科学和客观地评估才能解
答。那么这次评估的工作是如何来保证
其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的？

张亚平说，科学、客观、公正是评估
类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本次评估采
取了多方面的举措，力求能够达到这样
的目标和要求。

本次评估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组建
的团队完成。

张亚平表示：“牵头单位成都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就是当年《西藏生态安

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编制的总体技
术支撑单位，对这项国家规划的主要内
容和建设目标都十分了解。团队主要成
员常年在西藏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的科学
研究，熟悉高原情况，具有非常好的相关
工作基础。”

评估方法科学，适合西藏实际。本
次评估主要采用国际通行的联合国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 方 法 ，同 时 建 立 了 适 合
西藏高原特点和生态工程要求的评价
指 标 体 系 ，并 利 用 野 外 调 查 与 定 位 观
测 相 结 合 、模 拟 实 验 与 遥 感 监 测 相 结
合、工程区内外对比观测、生态模型情
景 预 测 等 手 段 ，研 究 生 态 工 程 实 施 的
成效。这些方法在学术界是被广泛认

可 的 ，也 适 合 西 藏 需 要 大 范 围 调 查 和
评估的特点。

数 据 源 丰 富 ，确 保 客 观 真 实 。 本
次评估历时 3 年，考察了 3 个样带的生
态景观变化，对 10 个工程区内外的植
被 情 况 进 行 了 对 比 观 测 ，实 地 调 查 与
监 测 点 位 约 1300 个 ，采 集 了 包 括 气
象 、水 文 、土 壤 、植 物 等 样 本 数 据 ，收
集 分 析 了 20 世 纪 90 年 代 、2008 年 、
2014 年 三 期 的 卫 星 遥 感 影 像 数 据 ，进
行 了 4 次 遥 感 数 据 与 地 面 观 测 点 的标
定验证，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保证了评估
所用数据的综合性、代表性以及数据质
量的可靠性。

为保证结论可靠，在评估过程中以
及报告基本成型后，工作团队广泛地征
求了高水平同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综上所述，张亚平认为，本次评估工
作总体上比较好地体现了科学、公正的
原则，结论是可靠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步提升，生
态安全屏障功能稳定向好。主要表现
在 3 个方面：生态系统水源调节作用
波动中提升，工程实施前后相比增加
了 2.65%，森 林 涵 养 水 源 功 能稳固保
持；生态系统防风固沙作用开始发挥，主
要风沙区沙化强度减弱；生态系统碳储
量增加 2.56%，固碳功能稳中有升。

主要生态工程
六大成效

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植被覆
盖度呈增加趋势。近 20 年来，西藏严
格执行国土空间管控，生态格局的变
化率低于 0.15%。地面植被覆盖度呈
小幅度上升，覆盖度增加的区域面积
占全区国土比例 66.5%，生态系统结
构改善。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开局良好
成效评估结果出炉，西藏仍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地区之一

◆本报记者赵娜

“在过去的 20 年中，世界上还有哪个
地方可以将 40%的面积划出用于自然保
护？要扭转一个濒危物种不断减少的数量
又谈何容易。然而勤劳的西藏人做到了。”

这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为《走进西藏：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事业》一书做的序言。

2009 年，国务院批准《西藏生态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规 划（2008~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西藏自治区生
态安全屏障工作启动。目前，工程处于
建设的关键时期，工程实施的进度和效
果如何？工程完成的目标和效益怎样？
部分高寒区的退化环境是否得到遏制？
生态系统是否稳定？保水固碳等功能能

否正常发挥？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客
观地评估。

中国科学院近日发布了《西藏生态
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工 程（2008~2014
年）建设成效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成效
评估”）。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张亚
平称，西藏仍是全球生态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

■取得了哪些成效？
高原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生态质量稳定向好

中国科学院于 2013 年组织专业团
队，历时 3 年研究了西藏近 20 年来的生
态环境变化特征，评估了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主要生态工程的实施成效。

张亚平对取得的成效这样描述：西
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实施开局良好，高
原生态系统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重点
工 程 区 的 生 态 效 益 已 经 开 始 发 挥 ，国
家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得 到 有 效 维 持 。 到
2030 年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完成之
后 ，将 能 够 基 本 实 现“ 有 效 保 护 、成 功

治 理 、稳 定 向 好 、生 态 安 全 ”的《规 划》
目标。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汪海
洲表示，《规划》的实施促进了西藏生态
环境的保护，改善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
条件。目前，西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
构整体稳定，生态质量稳定向好。水、
气、土壤及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在良好
状态。雅鲁藏布江、纳木错等主要江河
湖泊水质达到Ⅰ或Ⅱ类。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良好。拉萨市等主要城

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均在 90%以上。
全区的森林、草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
等得到了有效保护，大部分区域仍处于
原生状态。

从备受关注的藏羚羊身上，我们就
能看得出变化。现在藏羚羊总体上群
体数量在逐年增加，目前已经达到 15 万
只以上。黑颈鹤的数量也有显著提升，
在 7000 只左右。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已经灭绝的西
藏马鹿也被重新发现，种群还在不断扩
大，大概达到 1000 只左右。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滇金丝猴达到 700 多只，占到全
国种群数量的 33%。

这一连串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实施
西藏生态工程的成绩。

■评估能发挥什么作用？
提出技术支撑，及时总结经验

成效评估就好比学校对学生进行的
测验，不但可以检验以前的学习成效，还
能查漏补缺，为将来取得更好成绩奠定
基础。

张亚平表示，中国科学院在开展本
次科学评估工作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
解决工程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做
了很多具体的技术服务和咨询参谋的
工作。

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监测体系的建
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工作团队结合生态
工程实施进展和生态效益计量的需要，

设计了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重点野外监
测台站有 10 个，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站一个，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区、满足生
态安全屏障效益监测评估需求的网络体
系。同时，工作团队还研发了西藏生态
安全屏障管理信息系统，现在已经成为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领导小组主要的技术
支撑平台。

工作团队深入工程区开展大量实地
调研，对工程建设的成功经验、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及时进行总结提炼，编写成咨
询报告向国家和西藏有关部门积极建言

献策。提交的《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环
境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影响及适应对策》、

《西藏雅江河谷沙化得到控制，生态治理
成效仍需持续巩固》等 5 个咨询建议报
告，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
前，部分建议已经在西藏生态建设中得
到了采纳和落实。

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这次评估分析的各类工程技术
措施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过程当中的
适用性、经济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下一
步规划的优化方向。

比如，根据工程实施成效的区域差
异性进行工程布局的调整和规模优化，
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保障工程实施成效
的可持续性，为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屏障建设存在哪些难点？
高海拔和严寒加大工程实施难度

西藏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跟内地
生态工程实施相比，它的难度更大。

据统计，西藏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
上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 95%，海拔高。
此外，藏北高原低于零度的月份大概有
9 到 10 个月，在这样气候寒冷的环境下
开 展 生 态 保 护 恢 复 是 有 一 定 难 度 的 。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研究员、评估报告首席科学家王小丹
说：“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态系统处
于一种脆弱的状态，微小的扰动都可以

引起它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生态屏障建
设中的难点。”

这次评估工作发现一些重点区域
的关键技术仍然很缺乏。比如退化草
地区生态恢复的关键技术、重点沙化区
的治理关键技术、雅江河谷水土流失治
理关键技术等，还需要进一步研发。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的规划和
组 织 编 制 是 在 2006 年 ，批 准 是 在 2009
年，从这项《规划》编制、实施到现在已
经 接 近 十 年 了 。 王 小 丹 说 ，十 八 大 以

来，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生态文
明发展目标，《规划》也要与时俱进，根
据新时期新的历史使命以及国家新的
要求，可能要做一些修改与完善。原来
制定的标准是按照西藏十年前的标准
制定的，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较快，
有一些工程可能要做一些适度调整。

应 该 从 哪 几 项 重 点 工 作 切 入 呢 ？
王 小 丹 认 为 ，一 是 要 加 强 对 自 然 保 护
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为主
的自然生态系统体系的构建；二是要加
强退化草地沙化、地质灾害防治等为主
要内容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体系的建
设；三是服务于前面两项体系建设的支
撑体系建设，从而使《规划》目标得到全
面地完成和很好的实施。

■如何保证评估科学性？
成熟的团队，科学的方法，广泛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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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陈晨和
田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和田地区林业部门了解到，今年年
初以来，和田地区通过工程带动，完
成人沙和谐绿色生态工程，又有 25.4
万亩沙漠实现人沙和谐。至此，和田
地区人沙和谐绿色生态工程总面积
近 150万亩。

和田沙化土地面积 13.25 万平方
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53.4%。如何
使沙漠变成资源，和田人在不断探索
治沙模式、积累经验的同时，开始在
治沙理念上转变与突破，持续实施人
沙和谐绿色生态工程建设。

和田在绿洲边缘的沙漠区域走
“内涵挖潜”和“外延拓展”、集治沙造
林、特色养殖、饲草基地、特色林果、设
施农业、定居兴牧、红柳大芸种植和沙
漠旅游多业为一体的“社会嵌入、产业
嵌入、人文嵌入”发展道路，土地沙化得
到有效遏制，现有沙漠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人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目前，和田地区林地保存面积达
1885.07 万亩，其中人工林 511.86 万
亩，天然林 1373.21 万亩。森林覆盖
率 由 过 去 的 1.01%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1.65%，绿洲森林覆盖率达 30%以上。

人沙和谐绿色生态工程建设有
效改善了生态，增强了吸引企业的硬
实力。凭借特色养殖、饲草基地、红
柳肉苁蓉种植和沙漠旅游等优势资
源，和田地区引进了乡都酒业、天津
金三农、天力沙生等知名企业，农副
产品加工链得到不断延伸。

和田县英艾日克乡琼铁热克村
农民赛迪买买提·图尔荪，今年春天
承包了村边 10 多亩沙漠地种植红柳
大芸，秋收时节他的红柳大芸卖了 4
万元。

“种植红柳大芸不仅能增加收
入，还可以防沙治沙、改善我们的生
态环境。”赛迪买买提说，自己就是和
田地区人沙和谐绿色生态工程的直
接受益者之一。

本报讯 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
庄村的村民余世祥日前在自家鱼塘
捕到一条“怪鱼”，上年纪的村民认出
是娃娃鱼，已经有五六十年不见了。
怪鱼学名“大鲵”，对水质和生态环境
要求十分苛刻。它的出现，充分证明
了戴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优良，达
到了原生态的程度。

戴庄村充分利用当地的农业资
源条件，大力发展高效有机农业。停
止使用化肥、农药，全面使用农家肥
和有机肥，采用生物之间相克作用和
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山上
山地部分，不开垦不破坏，恢复生物
多样性的功能，形成天然有机的生态
系统；山坡旱地部分，发展林木、果
树、草牧、畜牧产业，形成有机农业旱
地系统；山冲水田部分，种稻、种草、
种菜、养禽，形成有机农业水田系统。

结果显示，农田地力显著提高，
水稻田产量和生产效益越来越高。

目前，戴庄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800 元提高到现在的 1.95 万元，增
加了 7倍。

田里的“小动物”多了：蜘蛛、小
鱼、青蛙……置身田间，一幅蛙鸣萦
绕的乡间景象跃然眼前。农民赵忠
志说：“我们稻田动物种类多达 127
种，有小鱼小虾、青蛙、蛇，水田上空
还经常盘旋着老鹰。”

最近，戴庄村又摸索出一套以培
育生物多样性、修复农田生态系统为
主要手段的新生态农业新技术。“按
照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展不同类型的
生态农业布局：山顶、陡坡生态比较
脆弱，以修复、保护为主，建设山地森
林生态系统；缓坡旱地，通过修复发
展高效、安全的果树、茶叶、畜禽生
产，建设林、草、畜生态系统；山冲、岗
塝水田，通过修复发展高效、安全的
粮食（蔬菜）、畜禽生产，建设水田稻

（菜）、草、畜生态系统。”徐波 徐科

本报记者刘晓星报道 国际扶贫
发展机构乐施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

《农村社区发展指南——在规划与设
计中纳入气候变化视角》（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认为，在农村发展过
程中，应将农村社区发展、气候变化
适应、减缓与减防灾相结合，提升农
村社区的恢复力，实现农村社区的低
碳可持续发展。

报告旨在为农村发展中如何适
应气候变化、如何减排温室气体，并
在这个进程中提升农村应对和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提供设计和规划方法
指南。在农村规划和设计中纳入气
候变化视角，可促进农村社区气候安
全系数增加、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就
业水平提高、扶贫与减灾防灾更好地
相结合，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提高，
最终提升农村社区的气候恢复力。

报告主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强调：

“农村社区规划中纳入气候变化视
角，强调在农村发展进程中稳定有效

地应对气候变化。具体要从识别、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3 个层次上开展
工作：识别旨在提高农村社区和公众
对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理解，进而有
意识采取行动应对；减缓旨在通过实
施一系列减缓措施，有效减少农村社
区二氧化碳排放；适应旨在探索不同
农村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措
施，减少气候变化对农村发展的负面
影响。”

乐施会希望，报告可以为农村社
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全面的指南，为
农村社区规划和设计工作者提供一
个可参考的工具手册。

中国工程院杜祥琬院士表示，
《农村社区发展指南》是从农村角度
研究气候变化的专著，也是从应对气
候变化视角出发，为农村社区的规划
和设计提供了全面而实用的指南；将
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农村发展规划，对
保障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安全，特别是
粮 食 安 全 和 水 安 全 具 有 基 础 性 的
意义。

新疆和田持续实施绿色生态工程建设

150万亩沙漠实现人沙和谐

采用生物技术防治病虫害

句容戴庄村大力发展有机农业

农村社区发展指南出炉
发展规划设计应纳入气候变化视角

作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
解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在合作模式上进行了全新
探索，致力于打造绿色农业产业链，遵循“ 农业+旅游+差异化”的发展思路，
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形成“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带农、以工补农”的产业格
局，走出了休闲农业和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发展路子，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双赢。图为游客在米果果小镇有机菜园体验。 本报记者邓佳摄

沙化面积减少，工程区风沙治理
成效显著。防沙治沙工程实施之后，
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0.71 万公顷，年均
减少 1.53 万公顷。极重度沙化土地向
重度或中度沙化转化。雅江河谷（曲
水-桑日段）典型观测区的统计结果
表明，灾害性沙尘天气由 2000 年的 85
天下降至 2014 年的 32天。

退牧还草促进了草地恢复，提高
了农牧民收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和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工
程 区 内 植 被 覆 盖 度 比 工 程 区 外 高
9.9%～22.5%，平均提高 16.9%。每公
顷折合增加干草产量约 85.2 公斤，平
均提高 24.25%，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
环境，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农牧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大幅提
高，农牧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新型
清洁能源使用率达 65.6％，减轻了对
林草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用清洁能源
还为农牧民增收节支，改善了当地生
活卫生条件。

天然林与自然生态区保护初见成
效，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天
然林保护一期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
森林覆盖率增加 0.9%。自然保护区
面积达到 41.37 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
土 面 积 的 33.9% 。 受 保 护 湿 地 面 积
430.8 万 公 顷 ，占 全 区 湿 地 面 积 的
65.98%。珍稀野生动植物得到了有效
保护，种群数量增加显著。

拉鲁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天然湿地，有“拉萨之肺”、“天然氧吧”之称。每年 11 月，数千只候鸟到此越冬，
包括黑颈鹤、斑头雁、白鹭等珍稀濒危鸟类。 本报记者原二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