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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12摄氏度，海拔4052米，青藏
高原冬季的寒风席卷牧场。

远方的阿尼玛卿雪山在日照下闪着
金光，但此刻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成员没有心情欣赏美景，他喘着粗气爬上
一处山坡，眼前的场景触目惊心——天然
草原被大片裸露的黑土滩所取代，稀稀拉
拉的牧草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鼠洞。“这
就是当地所谓的生态修复成果。”督察组
成员叹了口气。

这是12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跟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格多村
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12月22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集中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典型案例中
指出，果洛州玛沁县2022年实施的退化
草原修复项目中，不论县级自查验收还
是省州联合验收，都没有对次年草原盖
度、鲜草产量指标等进行核验，项目验收
就顺利通过。现场检查时看到，两个项
目区内均存在大量裸露地块，未达到设
计的修复要求。

草原生态退化成痼疾

11月22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青海省。第三轮第一批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几乎同时启动，五个督察
组分赴福建、河南、海南、甘肃、青海五
省，“环保利剑”再度出鞘。

在青海省，督察组发现，部分退化草
原修复项目方案制定不科学，验收评估
放松要求，后期管护不到位，生态修复效
果大打折扣。

督察组指出，青海省天然草原面积
大，生态系统脆弱。特别是高寒草甸严
重退化后形成的黑土滩，治理难度大，对
草原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做好退化
草原的生态修复，加强黑土滩治理，是改
善天然草原质量、构建健康草原生态系
统的重要措施。

一位督察组成员解释说，黑土滩属
于一种严重退化的草原类型，“也就是退
化到什么植被都不长了”。

记者注意到，青海的草原生态破坏问
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所关注。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即指明，青海省违规占用草原问题突
出。2019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再度
发现青海草原破坏问题。督察反馈指出，
青海省林草部门未按要求时间开展草原
生态及基本状况调查，自然资源确权等工
作推进缓慢。督察明确要求青海省着力
解决草原保护等领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草原生
态方面存在的问题，青海省十分清楚。
在一份《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汇报》的文件中，青海省指出，两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草原载畜量超
载、违规占用草原等问题，整改方案也要
求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但在2022年省
级例行督察中发现，全省范围内仍不同
程度存在此类问题。

上述《汇报》还提到，全省草地退化、
土地沙化荒漠化、黑土滩治理等方面的
历史欠账问题依然突出。全省中度以上
退化草原面积较大，总体治理率还不够
高、成效巩固难度大。仅黑土滩面积就

有6700万亩，存量较大。

草原修复项目管护不到位

督察指出，青海省草原修复项目方
案制定不科学。《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明确要求，科学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
工作，实施黑土滩等退化草原综合治
理。青海省制定的《关于加强青海省草
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大草原
修复治理力度，加快退化草原植被和土
壤恢复。

督察发现，青海省部分退化草原修
复项目方案在制定之初就存在明显缺
陷。果洛州久治县2021年编制的退化
草原修复项目，草原改良地块中包含了
位于索乎日麻乡的2.6万亩石质山峰。
现场检查时看到，这些山峰既没有土壤
覆盖也没有植被生长，不应作为退化草
原进行修复。果洛州林草局没有严格把
关，即同意项目实施。其后，县林草局又
违规对项目进行重大调整。海北州门源
县2023年编制的退化草原补播项目，与
人工饲草基地重叠653亩；祁连县2022
年编制的草原改良项目扎沙村地块，也
与人工饲草基地重叠237亩。

根据青海省《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效
益监测及评估规范》，退化草原生态修复
项目在验收时，应当科学、足量设置监测
点位，在实施当年和第二年分别对项目
区出苗率、草原盖度、鲜草产量等指标进
行测定，科学评价项目区修复效果。

督察组抽查发现，海南州2022年以
来实施的12个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包含347个项目地块，按照要求应该设
置1000多个点位，县级自查验收时只设
置了144个，无法有效评估修复效果。
海南州贵南县2022年实施的3个地块1
万亩黑土滩修复项目，当年县级自查验
收时，仅在2个地块中设置了4个点位；
2023年3月，省州对该项目联合验收时，
仅进行简单查看就通过验收。

按照退化草原修复的管护要求，修
复项目实施两年内，应严格落实封闭管
理措施。督察组发现，一些地方以管不
住、不好管为由，对项目后期管护明显不
重视、不作为，草原修复成果维持不到两
年又回归旧状。在黄南州河南县2023
年刚刚实施的黑土滩修复项目区，有的
地块植被已被破坏殆尽，只残留部分草
根。在果洛州久治县2023年刚刚实施
的州本级黑土坡修复项目地块，种植的
早熟禾、披碱草、中华羊茅等牧草已不见

踪影，项目区内只有大片裸露的地面。

失衡的“草畜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规定，草
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合理利用草原，不得
超过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载畜量；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采取种植和储备饲
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调剂处理
牲畜、优化畜群结构、提高出栏率等措
施，保持草畜平衡。

“草畜平衡”是指草原承包使用者通
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总
量与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量保持动态
平衡。“简单地说，就是你家自己草场长
的草和买的饲料要能满足牲畜的需要，
如果超出就要自己补种或者购买。”一位
督察组成员解释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8年机构
改革之后，草原监管职能由农业部门划
入林业和草原部门，畜牧业管理则仍由
农业部门负责，“草”“畜”分别由两个部
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草畜平衡
政策的实施效果。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在一份提交给督
察组的汇报材料中指出，机构改革后，草
畜监管与畜牧业发展分别由林草和农业
农村部门负责，草原补助奖励资金发放
与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管相脱钩，影响奖
补政策综合效益的发挥，禁牧和草畜平
衡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黑土滩难题如何解？

青海省在一份情况说明中指出，在
黑土滩治理方面，虽然进行了大量技术
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研发应用有
效的系统恢复治理技术方面能力不足。

果洛州林草局一位负责人表示，黑
土滩治理和草原鼠害防治工作当地一直
在做，但治理成效不大。

不过，在督察组看来，黑土滩并非不
可修复。一位督察组成员说，黑土滩虽
然治理难度大，但在执行严格的禁牧政
策后也是可以修复的。

督察组指出，青海省有关部门和地方
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到位，落实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要求不严不实，项目制定、验收
和后期管护存在突出问题，对草原生态保
护造成不利影响。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黑土滩重新回到草原的模样，仍然
任重道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代睿摄影报道

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一处退化草原，鼠洞遍布。

黑土滩痼疾依旧

青海草原修复为何问题重重？

震荡反弹
问：上周五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上周五震荡，盘中利空消

息打压市场做多热情，各股指最终小幅
收跌，盘面上超4000只个股下跌，新能源
板块表现较好，游戏板块指数下跌超
10%，北上资金净卖出约25亿元。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21只，跌停50只。技术
上看，沪深股指仍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
计成交7794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由于市场信心仍处于恢复期，消息面
的风吹草动必定会放大其对市场的影
响，上周五午后的走势便是如此，短期来
看，由于反弹第一波理论幅度并未达到，
后市仍有望继续震荡反弹，以沪指为例，
预计2980点附近才会有真正阻力。期指
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
少，各合约正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
综合来看，后续市场信心的恢复仍需政
策利好进一步加码，2023年仅剩最后五
个交易日，市场有望收出周阳线。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600155）99万股，越秀资本
（000987）70万股，紫光股份（000938）38
万股，酒ETF（512690）900万份，会稽山
（601579）35万股。资金余额6353094.57
元 ，总 净 值 35317794.57 元 ，盈 利
17558.9%。

周一操作计划：紫光股份、越秀资
本、华创云信、会稽山、酒ETF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国家卫健委：
积石山6.2级地震伤员
均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24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截至目前，积石山6.2级地震伤员
均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灾区正常诊疗服
务已经恢复。

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的
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和重症、骨科、
普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理等专
业国家级专家，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开
放绿色通道，保障所有伤员“应收尽收”；
落实落细“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伤
病员、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安全
转运重症伤员、“一人一策”个案管理；组
织开展心理疏导和巡回医疗工作。

米锋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进一步
统筹医疗资源，加强灾区医务人员力量，
全力救治伤员，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测和
风险评估，开展饮用水监测、环境消杀等
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后无大疫。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
离港试运营

新华社上海12月24日电 12月24
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离港出海，进
行首次试运营。

近13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船员已
到位，与体验乘客一起完成此次试航，
全船模拟真实运营状态，检验邮轮的运
营能力。

首次试运营在12月25日结束，随
即开始第二次试运营。通过两次试运
营，确保2024年1月1日的商业首航为
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商业首航将从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执航上海
至东北亚的国际邮轮航线。

●督察组发现，一些地方以管不住、不好管
为由，对项目后期管护明显不重视、不作为，草原
修复成果维持不到两年又回归旧状。

●在青海省，督察组发现，部分退化草原
修复项目方案制定不科学，验收评估放松要
求，后期管护不到位，生态修复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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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