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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近年来，尖扎县康杨镇上
庄村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立足村情实际，探索出

“135+11”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着力提高乡村治理水
平，全力推动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抓牢“一个核心”，加强政治引领。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党建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不断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
监督组织为基础的基层组织体系，紧紧依靠党员和群
众，全力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乡村治理能力
显著提升。

强化“三项举措”，夯实治理基础。坚持每周对
村内各类矛盾纠纷、安全隐患、卫生死角等开展全面
排查，建立排查化解工作台账。一月一研判。认真落
实平安建设主体责任，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分析研判
会，为村内各类风险精准“画像”，坚决防止可预防
性事件发生。一季一总结。认真总结排查化解和分析
研判情况，强化务实举措，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动
全村和谐稳定发展，群众生活安定幸福。

拓展“五治联动”，提升治理水平。大力推行运
用“积分制”管理，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机制，构建民事民
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议事协商格局。德治教化
润民心。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重要时间节点和
传统文化节日期间，组织开展理论宣讲、环境整治等
志愿服务活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广泛开展“五星
级文明标兵户”“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激发基层
治理内生动力；将全村划分为5个网格，设立网格长
2名、网格员20名，组建公益性岗位、村警为主体的
群防群治人民联防队伍和村级应急处突队伍，常态化
推进安全联查、治安联防、平安联创，汇聚基层治理
工作合力。法治保障促稳定。大力推进“一村一顾
问”建设，设立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室，配备村干部、
人民调解员为“法律明白人”，联合镇司法所妥善处
理矛盾纠纷，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村民
法治意识。智治支撑提效能。全面打造村级综治中
心，用好用活村级大喇叭，做实网上群众路线，组建
村级微信群4个，群众入群率达100%，向群众大力宣
传党的惠民政策、人员招聘信息、村“两委”工作动
态、防汛预警信息等内容，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建立十一个工作专班，推动共建共享。组建全员
参与、全民受益的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
11个基层社会治理专项工作组，在村党支部的统一
领导下，常态化开展各项工作，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同仁宣） 近年来，同仁市全力
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有力保障了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同仁市始终将森林草原防火列为全市重点工作，
专题召开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总林草长牵头
安排部署，带头开展巡查，各级林草长积极履行森林
草原防火监督检查责任，全面提升森林草原防火工
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研究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准备工作的通知》等配
套文件，建立健全统一指挥、隐患排查、宣传引导、巡
查指导等工作机制，着力构建起“常态协作、资源共
享、齐抓共管、区域联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格局。
严格执行林牧区防火“十不准十禁止”规定，实现防
火责任无死角全覆盖，确保全市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
工作责任落地、措施完善、推进有序。

同仁市抽取各国有林场185名护林员组建5支森
林草原扑火队，定期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理论学习和实
践演练，不断强化扑火队对专业扑救知识及各种扑火
技能的掌握运用，着力提升扑火队在火情发生时处置
的能力和应变能力。采用网格化管理方式，确保每个林
区、牧区有人护、有人守，每个重点地段有人管、有人
看。广泛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活动，做到林草防火人
人有责、家喻户晓。

今年，同仁市还开展了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及
防火知识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避火知识宣传教
育，提升群众森林草原防火意识。

山水黄南：生态修复还给草原诗与远方

本报讯 （通讯员 尖扎宣）“十四
五”以来，尖扎县水利局深入坚持把水
土流失治理与乡村建设、产业发展、
乡村旅游相结合，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综合施策，全力抓好小流域治理
工程建设，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9
平方公里。

尖扎县山高沟深，部分村社水土流
失严重，林草覆盖率低，耕地坡度大。水
利部门通过新修水平梯田等措施实施水
土保持国家重点治理项目 3 项，改善了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改善了耕作条件，
有效解决了乡村防灾减灾基础薄弱等问

题。同时，在施工时吸纳周边困难户参与
建设生态治理项目，增加了困难户就业
机会和经济收入。据统计，参与和建设生
态治理的群众劳动力占项目区劳动力
60%以上。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疑似违规扰动
图斑核查”和“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专项
行动”，共查处水土保持疑似违法违规
图斑128个，已全部整改完成。加强水土
流失监管，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规范
审查，严格审批，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强监管。自 2021 年至今，尖扎县共
受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份，行政许

可方案表54份，累计检查项目98个，验
收报备4项。

深入研究和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思
路，谋划项目时，将山洪沟道治理、小
流域治理、坡改梯、黄河干流防洪工程
等生态保护项目有机结合；积极创新
河湖长制+生态治理模式，在原传统小
流域和坡耕地治理的基础上，结合

“生态建设+旅游开发+乡村振兴”，突
出自身特点，使尖扎县水土保持工作
与生态环境建设呈现出传承与创新相促
进、发展与保护相融合、人与自然相和
谐的动人画面。

尖扎尖扎：：累计治理水土流失累计治理水土流失3939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同仁同仁
筑起秋冬森林草原筑起秋冬森林草原““防火墙防火墙””

尖尖扎扎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深走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深走实

河南县赛尔龙乡牧民达瓦家的草场
上，密密麻麻、相连成片的草方格里早熟
禾、披碱草等牧草破土而出，深深扎根在
这片草场上。

“我的草场没有治理前，满是黑土
滩，像斑秃一样，治理后毛虫、鼠害都不
见了，黑土滩也消失了。亲戚朋友看到
我的草场从严重的黑土滩变成如今草比
人高的景象，都咂舌称叹嘞！”达瓦一边
拿出手机，一边翻出相册里的对比照笑
着说。

达瓦的900多亩草场从2011年开始
鼠害泛滥、毛虫遍地、地表裸露、牛羊日
渐消瘦……

全县还有许多像达瓦一样处在草场
退化困境中的牧民。

治理退化草原已迫在眉睫。2016
年，河南县提出县级干部生态治理责任
田管理模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与退
化草原展开了较量，探索具有河南特色
的草原生态修复之路。

8年来，河南县级干部积极认领属于
自己的责任田，参与草原生态修复工
作。如今，河南县在6个乡镇共确定了
45块合计10.25万亩的责任田。

认领容易治理难。由于治理期间需
要禁牧，牧民群众始终不愿参与治理。
遇到这种情况，责任干部一次次走进牧
民家中，从生态修复到畜牧业发展，从
党的惠民政策到生产生活的诀窍，以及
牛羊放牧策略等多方面，反复耐心讲解
劝说牧民，终于有像达瓦一样，家中草
场出现严重退化的牧民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 ，愿意配合生态治理。

达瓦对记者说：“刚开始我还是有
点怀疑，偷偷在种了草的地方放牧，到
第二年发现没有禁牧的地方和禁牧区完
全是两种效果，我才明白了管理草场的
重要性。”

从祖辈开始，达瓦家一直生活在这
片草原上，百年来单纯依靠传统的冬夏
季轮牧、不注重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
导致现在优良牧草减少、杂草丛生、
鼠害泛滥、草原毛虫和黑土滩成灾。
还好，有县级干部生态治理责任田管
理模式的推广实施，全县开始进入草
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草原生态修复被
提上议事日程。

除害护草除害护草 责任田管理模式首次提出责任田管理模式首次提出

河南县有机畜牧业发展起步早、底
子厚，畜牧业资源丰富，天然草原面积
992.3 万亩，拥有青海最美的草原，也

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基地。
可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以及超载

过牧等因素影响，河南县草原一度出现
沙化、退化现象，高原鼠兔、高原鼢鼠
泛滥，时刻威胁着河南县草原生态安全
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那么，如何更好地治理草原？
在蒙旗大草原工作三十余年的河南

县自然资源局草原综合专业队原队长马
戈亮，自责任田治理实施以来，作为技
术支持责任人，带领队员参与实施草原
有害生物防控与建设项目，在河南县以
及三江源地区进行高原鼢鼠、地面鼠和
草原毛虫防治试验中找到了新方法、新
途径，他们不断引种试验，最终将豆科
牧草、披碱草和草地早熟禾等自身品质
优良的牧草，在退化的草原区域进行补
种，如今成效显著。同样，现任队长卡
着才让在马戈亮的带领下，接力技术支
持责任人，治理过程中，他带着队员监
测草原退化程度，一次次与相关专家研
究治理方案，先后从省内外引进多种草
种，进行各种试验，每一片草场因地制
宜都有不同的治理方案……

“治理草原退化，首先要施肥，然
后补播草种、围栏禁牧。让大家欣慰的
是参与治理的草场都已进入了恢复
期。”卡着才让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草原
建设保护工作要有耐心、有感情，只有
用心用情去做，才能将草原工作干
好！”责任田认领干部纷纷这样说道。

“以前，一到风季，我们满脸都是
尘土，参与草场治理后，再也没有这样
的情况了。我的草场开始走向恢复，卡
队说我的草场不会再出现草原生态问题
了。”学会了草场管理的达瓦细数着草
场变化的点点滴滴。

有效治理有效治理 干部引领牧民全员参与干部引领牧民全员参与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需要先进技
术，更需要全民参与。

县级干部责任田实施以来，经过
大力推广，河南县责任田亩产鲜草
量、植被覆盖率、草群平均高度、植
被群落结构，经过生态治理修复，均
得以改善，草原生态保护效益明显。

通过科学有效治理后形成的示范
带动效应成为全县可复制的天然草原

综合治理模式，从根本上示范并带动全
县草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多年来，全
县草场逐步得以恢复，牧草长势喜人，
草原生态治理持续实现增绿。

看到草场的可喜变化，越来越多的
牧民争先加入到了草原生态修复队伍
中。

草 场 使 用 人 华 布 兴 奋 地 对 记 者
说，自己的草场是第一批参与治理的
责任田，当时属于全县退化最严重的
草场之一，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退
化为黑土滩，而如今成为有了草毡层
的好草场。

走进华布家的草场，入目之处皆是
优良牧草，远处的克其河滩草场一片灿
烂金黄。

如果将草原恢复治理交给大自然，
恐怕至少需要20年到30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才能恢复，但是经过8年时间、三
届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牧民群众、生态管
护员的协调配合下，像华布家的草场，
仅7年时间，已经有了显著成效。接下
来只需要巩固即可，现在牧民群众通过
参与草原治理，对如何利用好草原有了
更科学的认识，不仅仅是传统的划区轮
牧，更需要休养生息，掌握科学的草原
管理模式。

诗意草原诗意草原 责任田生态治理取得成效责任田生态治理取得成效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随
着县级干部生态治理责任田管理模式的
实施，加快了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
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牧民科学养畜的
意识不断增强，逐渐由粗放式放牧向舍
饲和半舍饲的集约型生产方式转变。

据了解，自 2016 年起，河南县首
创并实施县级干部生态治理责任田管理
模式以来，县级干部与牧户建立了直接
联系，引导牧民转变思想观念，形成县
级干部参与、责任田牧户配合、草原技
术推广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全县群
众共同治理草原的管理和治理模式。

如今，责任田治理工作已近 8 年。
随着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政策落地、项
目工程实施以及管护制度建立，许多曾
经干涸的河谷又流动起了清澈的溪水，
草原退化得到了有效控制，河南县草原
呈现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画卷。

（特约记者 马文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