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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晓燕 鲁明

7年前，一件小事深深刺痛了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俄合拉村
的牧民卓玛草。那是几位外地游客到俄合
拉村旅游，想跟卓玛草合影。照片拍完后，
大家围在一起挑选，但是翻来翻去也没挑
出一张满意的，他们觉得当地村容村貌太
差，作为背景不好看，最后决定将照片全部
删掉。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垃圾堆满
地、污水随处流”，曾经是甘南广大农牧
村人居环境的真实写照。被合影事件深
深触动的卓玛草，力争改变俄合拉的村
庄面貌，主动申请成为村里的“巾帼志愿
者”，带动 26 名妇女投身村庄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7 年后的今天，俄合拉生态环境
优美，村庄整洁美丽，已成为当地的旅游
标杆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
的一项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甘南
州把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增进农牧民
群众福祉的重要载体，以建设美丽宜居村
庄为导向，大力推进“环境革命”“五无甘
南”、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文化旅游“一
十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农牧村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环境意识、健康意
识普遍增强，全州 54%的自然村建成生态
文明小康村，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
坚实基础。

纵深推进环境整治，消除
“破窗效应”

长期以来，在甘南，受传统逐水草而居
和人畜混居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
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愈演愈烈。
2015 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入手，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
大的“环境革命”，彻底整治环境顽疾，革除
陈规陋习，谋求“脱胎换骨之变”，实现转型
跨越发展。

“俄合拉村是半农半牧村，以前村里农
牧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种植和养殖，人畜混
居现象普遍，村民卫生习惯差，导致村庄人
居环境差。”俄合拉村的包村干部魏学慧
说，从 2015 年开始，俄合拉在村外建设养
殖圈舍，集中养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畜混
居的落后养殖方式，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
使村庄环境变得更加清洁。同时，村里以
一家一户的环境卫生改善为切入口，倡导
实施“小手拉大手”“巾帼志愿者”等行动，
引导全民参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推动全
村面貌实现了根本性改变。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甘南州突出生态
底色，持续纵深推进“环境革命”，并创新提
出以自然村为单元，坚持“一村一规划、一
村一方案”，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目前，
甘南州累计投入 156 亿元，建成 1603 个生
态文明小康村，全州共有 16个村成功入选
国家名录，荣获“全国美丽乡村”“中国美丽
乡村百家范例”“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荣誉称号，美丽乡村
覆盖率和生态文明小康村、人畜分离覆盖
率多项指标位居甘肃省第一。卓尼县入选

“2020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中国
最美县域”榜单，获得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奖励，迭部县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

擦亮生态底色，草原乡村焕
发美丽“钱”景

“环境革命”激发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唤
起了甘南州农牧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2019年，甘南州实现整体脱贫摘帽，2020
年底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发生率下降为零，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
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摆脱贫困的合作市坚木克尔街道加拉
尕玛村，如今风景秀丽、静谧宜人。“在打好
脱贫攻坚战的同时，我们大力开展‘村村清
洁、家家整洁’行动，高标准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实现了城市乡村一个样、村
内村外一个样、房前屋后一个样、室内室外
一个样、左邻右舍一个样、白天黑夜一个
样。”加拉尕玛村党支部书记杨丹智说，从
2016年开始，加拉尕玛村开始建设生态文明
小康村，先后实施了村主干道硬化、公共空
地绿化、房屋风貌改造、宽带网络及天然气
入户等项目，建成了观光栈道、日光智能花
卉超市和度假村、生态园等旅游设施，乡村
旅游产业越来越兴旺。2020年，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1.1万元。 （下转第四版）

草色青青村庄美，“生态领跑”助振兴
——甘肃省甘南州实施乡村清洁行动见闻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杨梦帆

8 月初的藏北高原，宛若一幅由蓝
天、白云、牛羊和绿色绘制的锦缎画，虽
然天气晴朗，但走进平均海拔 4500 米
以上的西藏那曲市，仍要穿上厚厚的
外套。

在羌塘大草原腹地，有一个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花费 16 年心血浇筑的国家农业环
境那曲观测实验站（以下简称那曲
站）。8月 4日下午，那曲站科研团队骨
干、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国铮正带着四
名研究生查看控制实验平台和气候环
境、碳通量、土壤呼吸等连续观测仪器
设备，记录相关数据。“我们建设了多个
气候变化模拟控制实验平台，深入研究
模拟增温、增雨、干旱和氮沉降增加及
其交互作用对高寒草地生产力、物种多
样性、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土壤养分循环
的影响，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对藏北高寒
草地生态系统带来的综合影响。”胡国
铮对记者说。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
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
贡献。要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工作，揭示环境变化机理，准确把握全
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
影响，研究提出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
方案和工程举措。

多年来，那曲站科研团队坚守在雪

域高原科研一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为草原生态文明建设、高寒草牧业
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默默奉献。通过
对高寒草地生态进行长期监测，试验并
逐步推广高寒牧区房前屋后及棚圈种
草技术、退化高寒草地生态修复技术、
天然草地合理放牧技术、牦牛高效养殖
技术等，为高寒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与科
学管理以及适应未来气候变化提供了
理论基础和科学支撑。同时，在当地相
关部门支持下，这些科研成果助推当地
农牧民生产生活发生巨变。

不忘初心担使命 创新生
态与生产协同提升模式

那曲市是西藏的“北大门”，其境内
的羌塘草原水清草美，牛肥马壮，但有
的地方也出现草地退化现象。

2003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林而达研究员来到藏北考察，关注
到了当地的生态问题，于 2004 年提交

《关于把藏北草原的保护纳入国家西部
开发整体战略和退牧还草计划的提
案》，并建议在当地设立野外实验平
台。2006年8月，那曲站的前身“藏北高
寒草原生态试验站”正式成立。

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
原，强烈的紫外线、稀薄的空气、常年刺
骨的寒风曾令多少人望而却步，中国农
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却义无反顾、勇往
直前。初到高原，缺氧、头痛、气喘令人
彻夜难眠，现任那曲站负责人、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副所长高清竹研究员回忆，大家在克
服高原反应的同时，还要开展长时间、
高强度的野外实验和调研。实验站成
立之初，由于定位观测点离市区较远，
且经费有限，科研团队只能长期驻守观
测点，方便面配酥油茶就成了他们的

“家常便饭”。
即将升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硕士研

究生二年级的沙玉宝来自山东青岛，
去年 6 月初到那曲就感受到了这里的

“厉害”：“虽然高反严重好几天都没怎
么吃饭，可是实验要继续，所以边适应
边尽快开始工作了。”农牧民的期盼，
草地修复的迫切需求，让博士生韩玲
更加珍惜在这里的科研时间。忙碌之
余，嘴唇有些干裂发紫的韩玲说：“一
开始在这边做实验时，住的是简易钢
板房，经常会漏雨、断电，用水也不方
便。今年，通过老师的协调和当地相
关部门帮助，我们住进了楼房，水、电
以及上网等问题都解决了，生活方便
了许多。实验进展顺利的时候，就觉
得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了。”

那曲站建站伊始，便与那曲市草原
站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中国农业科
学院团队和那曲草原站合作，结合那曲
畜牧业实际，不断进行成果转化推广，
积极推广草原生态保护技术和科学种
草养畜技术，缓解了天然草地放牧压
力，在农牧民群众中建立起了保护草原
生态的自觉意识，促进了畜牧业可持续
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下转第二版）

用科技守护藏北高原青山绿水

三江东流，高原壮美。日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藏高原上的“明珠”青海省
留下殷殷嘱托：“妥善处理生态和民生
的关系，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
协调。”

近年来，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深
入人心，不少地方立足本地积极探索，
通过乡村旅游、电商带货等方式，将辖
区内的好山好水好产品卖出了好价
钱。不过同时也要看到，生态环境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河水是流淌的、空气是
流通的、生物也是流动的，要在祖国大
地上践行“两山”理念，需从全国一盘棋
的角度抓重点抓关键，统筹考虑推进，
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生态功能区，如
大江大河上游、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保护
区等。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就曾在《求
是》发表重要文章指出：“要健全区际利
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
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要健全纵
向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森林、草原、湿
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
度。”这正是总书记以高屋建瓴的视野
对全国区域之间生态资源的统一调度，

也是从经济规律出发对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方式的路径创新。

生态保护任务虽在功能区，其良好
结果却是全国共享的。那么，享受干净
水源、清洁空气以及怡悦性情自然之趣
的人们，就理应对功能区的老百姓进行
合理补偿。更何况从全国来看，生态功
能区很多都是欠发达地区，当地为了保
护生态，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工业，
限制畜牧养殖，老百姓为提供良好生态
产品是实打实付出成本的，对他们进行
补偿也是应尽之责。

区际利益补偿，即跨省、或是一省
范围内流域的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它
体现的不仅仅是“同饮一江水”的兄弟
情谊，更是基于“谁保护谁获偿，谁受益
谁补偿”原则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下
游地区为享受到的良好生态产品付费，
既体现了公平，也对上下游地区形成有
效约束监督。补偿方式除了货币，还可
以是产业转移、人才培养、园区共建等
多元方式，激发生态保护地人民的内生
动力，让他们早日享受到绿水青山带来
的真金白银。

健全纵向生态补偿机制，核心在于

用好每一分各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
最大限度调动当地百姓参与保护的积
极性。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为辖区范
围内的农牧民每户提供一个生态管护
员岗位，农民从环境使用者变成保护
者，还有了稳定的工资，增加了收入。
这就是“生态”与“生计”很好统一起来
的范例。有的地方适合整体移民搬迁，
有的地方可以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畜
牧业，有的地方可以适当发展生态旅
游，这考验的是为政一方者的智识与眼
界。只要遵循生态保护规律，心中装着
民生，总能殊途同归。

生态受益者付费，生态保护者获
偿。让生态保护区的人民在守护好一
泓绿水、一方青山的同时，更多地分享
到改革发展的红利，才能携手描绘出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美图景。

让守护生态者更多分享发展红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日前，海南省发布《“十四五”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这是海南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以来，首个聚焦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规划。

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海南将突
出种业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农业对外开放、农民共同
富裕，明确“一中心三区”的战略定位，着
力打造全球热带农业中心、乡村振兴样板
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农村深化改革
试验区等。

海南是一个热带资源丰富、农业经济
总量和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省份，约有
80%的土地在农村，60%的户籍人口是农
民，20%的GDP来自农业。

对海南而言，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也是高质量推进国际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支撑。“十三五”时期，海南农林牧渔业
实现增加值 1178.39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33.65%。农村“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健
全，在全国率先实现村村通 5G 网络、具备
条件的自然村 100%通硬化路。2020 年全
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279元。

海南力争用 5年时间，在农民收入、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农业绿色发展等指标上
缩小与全国的差距，努力赶超全国水平，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
居民收入比等指标上继续保持领先。

在农业产业发展布局上，按规划，海南
将立足热带农业特色优势，突出高质量发
展方向，保供给、强素质、促融合，打造高质
高效的热带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聚焦粮
食、生猪、种业、渔业、天然橡胶、槟榔、椰
子、热带水果、特色经作、特色畜禽、常年蔬
菜、冬季瓜菜等 12 大产业，明确优势区域
布局，通过推动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自贸港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海南将重点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建设国家南繁硅谷、打好种业翻身仗等国
家战略，规划建设南繁科技城、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热带农
业科学中心等五大平台。

尤其在种业领域，海南落实中央深改
委会议精神，制定了全省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构建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基地保障、种
业科技创新、现代种业产业、种业政策制度
和种业监管治理等六大体系，把南繁硅谷
打造成全国种业创新高地，体现海南担当，
作出海南贡献。

未来 5 年，海南将着重围绕保障海南
自贸港“五个自由便利、一个安全有序流
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策在农
业农村领域落实落地。不断促进现代农业
产业融合、改善农业设施装备、发展智慧农
业、打响海南农产品品牌、推动农业高水平
对外开放等，加快农业园区化、设施化、数
字化、品牌化发展。

海南发布“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李烨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阳光下，绿油油的稻苗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插秧机在田间“隆隆”作响，河水潺潺
流进稻田，6 月 7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满都拉敖包山下
的稻田里，农民忙着将秧苗插入水田，很快
一排排秧苗便在田间遍布开来……

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生态圈的兴安盟，
拥有得天独厚的农牧业产业发展优势。这
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质纯净、空气清
新……位于北纬 46度“寒地水稻黄金种植
带”，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和“玉米优
质产区”，也是中国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
然而多年前，农业产业发展质量低、农民增
收缓慢曾一度困扰着这里的干部群众。

如何实现由农牧业大盟向农牧业强盟
转变，加快结构调整，扎实推动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兴安盟充分发挥特有的资源禀
赋，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提出了

“两袋米两头牛，红红火火搞旅游”的发展思
路，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并以此为突破
口，着力实施大米、玉米“双百双千”工程，肉
牛、奶牛“双百千亿”工程，把“两袋米”“两头
牛”产业打造成当地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
品牌产业和富民产业，让农牧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农民。

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思路

在兴安盟发展战略中的“两袋米”，一
袋是指大米，另一袋就是玉米。

“筑梦百里稻海，回归诗画田园”。近
年来，兴安盟把大米产业作为优势主导产
业，全力做好“稻”文章，大力推广“兴安盟
大米”公共品牌，让农民扛起了“金扁担”。
兴安盟玉米产业现已初具规模，全盟优质玉
米播种面积稳定在 1000万亩以上，产量稳
定在100亿斤以上。

“去年，我们村的水稻、大豆纯收入达
45 万元，相比旧模式增收 27 万元，增收部
分为十家子村户籍村民每人缴纳了 100元

的合作医疗保险，收益实现全村共享。”兴
安盟突泉县九龙乡十家子村党支部书记李
友说。

农民要致富，关键看产业。近年来，兴
安盟狠抓水稻标准化生产、质量安全监管，
以“绿色”打底，从种到收全程规范，并通过
不断研发新品种，提升水稻品质，做大做强

“兴安盟大米”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发展稻
田综合种养、观光农业等新业态，不断提高
水稻产业效益，把水稻产业打造成兴安盟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开辟农业
产业发展新路径。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
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兴安盟将通过高
效节水灌溉、全膜覆盖等技术模式适度扩
大玉米种植面积，并通过加大高标准农田
建设力度，推广“秸秆覆盖+少耕免耕”技
术、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和针对粮食作物
实施轮作倒茬等举措，保障“两米”产业持
续稳定发展。 （下转第二版）

兴安盟：“两米两牛”产业助农民增收

8月10日，几名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南山村特色度假小镇的向日葵花田旁自拍留影。从2020年底开始，南山村开启特色度假
小镇的旅游休闲项目建设，依托当地山水环境优势及交通优势，打造特色民宿集群，对传统村落进行环境整治与可持续性发展运营，帮助
村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壮大村集体经济。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