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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大关键词看九寨沟重建

近日，青海玉树州摄影师在巴塘草原热水沟谷内拍摄到正在觅食的棕熊“母子”，画面
萌态百出。

玉树巴塘草原，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巴塘乡，距州府结古镇18公里，是玉
树州第一大草原。巴塘热水沟谷内曲径通幽，植物茂盛，还栖息着马鹿、岩羊、雪鸡、麝等珍
禽异兽。 （中新网）

12月8日，四川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审
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推进九寨沟地震
灾区科学重建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九
寨的决定》，对推进九寨沟地震灾区科学重
建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九寨作出部
署。

受损景点是人工治理还是自然修复？
地质灾害防治如何与景区恢复同步？“小九
寨”能否变身“大九寨”？记者日前采访了省
发展改革委、省旅发委、省遗产办、省林业
厅、省国土厅等权威部门，对《决定》进行详
细的解读。

关键词生态优先
对灾区的水文、地质、生物多样性等多

维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在五大重建任务中，科学推进生态环境

修复保护被放在首要位置。这样的部署是
基于怎样的考虑？

省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锐称，这
是出于九寨沟景区作为“自然资源宝地”角
色的现实需要，也符合我国“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生态文明指导方针。

为实现这一目标，省遗产办在9月底就已启动应急先
导性保护行动，对灾区的地质、水文情况进行监测勘探。

如何修复？《决定》明确，坚持环境友好、影响最小原则，
探索灾后世界自然遗产地质、水文、景观、生态等修复保护
新技术新机制。

“影响最小”的目标如何实现？李锐认为，一是建立更
加全面的监测体系。“过去多以单一的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来监测受灾情况，今后，我们将对灾区的水文、地质、生物多
样性等多维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二是建立针对灾区建设活动的评估体系。对九寨沟境
内已有或计划开展的市政工程、企业活动进行技术评估，避
免改变九寨沟生态环境。

关键词适度干预
以“是否发生次生灾害”作为选择修复路径的最终标准
地震中，火花海、诺日朗瀑布等著名景点遭到不同程度

的破坏。受损景点究竟该如何修复，各方观点并不一致：自
然修复过程漫长，且很难完全复原，最终仍是“残缺美”；人
工修复即便复原了外表，却是“虚假的完整”。两条路径，如
何选择？

针对上述争议，《决定》明确，实行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
相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最大程度恢复灾区自
然生态功能。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灾区已将“是否发生次
生灾害”作为选择修复路径的最终标准。

以诺日朗瀑布为例，地震时出现了裂缝，极有可能发生
次生灾害。如果采取人为干预措施进行修复，需调动大量
钢筋水泥，水泥浆等杂物难免沾留在地面上，影响景区美
观。而如果放任水从裂缝中流走，那么瀑布终将消失，留下

的将是“残缺”，而非“残缺美”。
对此，专家组评估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仅修补瀑布裂

缝，对受损部分进行“适度干预”。对于判断不会再发生次
生灾害的地方，则选择自然修复保持“残缺美”，火花海就是
其中一例。

关键词生命工程
探索地质灾害防治与景区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治理模式

《决定》明确，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生命工程。这一提
法有何深意，又将如何实现？

在省国土资源厅高级工程师柏永岩看来，一些省份在
发生自然灾害后，由于受地质灾害影响较小，多在重建时将
地质灾害防治作为“一般自然灾害”处理。但四川是地质灾
害高发地，受灾人数较多，将地质灾害防治上升为“生命工
程”，实际上是据省情施策，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
贯彻。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同时进行过地
质灾害防治和景区恢复。在保护一草一木的基础上‘动土
’，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柏永岩说。

为此，四川探索在构建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
应急防治四大体系基础上，坚持“景观化”“生态化”两大原
则，探索一种地质灾害防治与景区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治理
模式。

从8月8日地震至今，省国土厅工作人员持续在受灾地
区定期检测地质灾害情况，为后续研究施策奠定基础。

关键词串珠成链
空间和产品双重拓展，“小九寨”要变“大九寨”
九寨沟景区空间狭窄，此前承担服务功能的漳扎镇常

人满为患，长期影响人们的旅游体验。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提升九寨沟旅游业发展水平，《决

定》提出大力推进大九寨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不仅扩

大空间层面，还从旅游空间和旅游
产品上双重拓展。

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九寨沟将形成“一核、两中心、三
轴线、多点联动、整体提升”的格局，
打造“1+4+4+N”大九寨风景旅游体
系：“1”是指九寨沟核心景区；第一
个“4”即建设九寨沟周边中查沟、神
仙池、甘海子、九寨云顶4大生态旅
游精品景区；第二个“4”指串联周边
4县若尔盖绿色生态观光旅游区、红
原花湖河湾观光旅游区、松潘历史
文化旅游区、平武民族特色观光旅
游区周围4大主题旅游大景观；“N”
则是通过打造城镇村庄、公路田野
等各具特色的微景观、微田园、微环
境，在景区之间密布新线路、新产
品，形成大九寨全领域的旅游新格
局。
从“小九寨”到“大九寨”，从“游九

寨”到“品九寨”，实现这些转变并非易事。在省旅发委相关
负责人看来，难点之一是项目如何尽快落地，落地后如何活
起来、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该负责人介绍，为大力推进大九寨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建设，不少新项目将相继提出。如何调动市州及各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参与项目建设，成为关键。“我们在今年
召开的旅游投融资大会中，推介了部分项目，现场投资方反
应不错，未来还看地方的响应。”

难点之二是帮助当地接受新的发展理念。该负责人表
示，此次重建，既要把硬件修好，也要重视软件配套，借机促
进九寨沟景区的转型，力求培育一批旅游服务的新模式、新
业态、新产品。

关键词综合立体
建立跨地区、多方式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交通是制约九寨沟发展的一大难题。《决定》提出，加快

建设成都至兰州（黄胜关）铁路及汶川至马尔康、绵阳至九
寨沟高速公路，实施九黄机场改扩建工程，规划建设通用航
空机场，推进铁路、高速公路与九寨沟景区的有效衔接，构
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以此来看，解决九寨沟的交通问题，已不仅停留于四川
本身，而是要跨省、跨地区合作。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支持。

据介绍，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所涉及的推进铁路、
高速公路、较大型机场都已在国家规划之中。

“希望将实施时间提前到‘十三五’内，有助于灾后恢复
重建发展。”该负责人表示。

省发展改革委接下来将尽快推进用地申请、环评等项
目前期工作，并在国家资金保障的前提下，做好配套资金计
划。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规划建设观光小火车。

（四川日报）

甘加乡,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西北部

的一个美丽乡镇,以西汉八角古城、白石崖溶

洞景观著称,吸引着国内外的大批游客前来

观光旅游。

旅游要搞上去,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一刻

也不能放松,乡党委明确规定旅游淡季一天

出动两次,开展环境卫生清洁工作,旅游旺季

不间断上岗,确保公路沿线及景区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

今年以来,甘加乡全民总动员,积极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把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

认识作为环境整治行动的首要环节来抓,制

定藏文宣传单张贴于农牧户家中,确保人人

了解,人人参与。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习惯,使群众养成

了定期清理的良好习惯,村民自发地加入到

了环境卫生整治的队伍中来。

看变化,就得看农牧民家中和牧场的变

化。夏季牧场每家负责的区域卫生都有指

定的划分,哪家搞不好卫生,就有惩罚措施。

将牧场上没搞好卫生的惩罚资金用来购买

环卫车的汽油,捡拾垃圾的袋子和火钳。久

而久之,这种惩罚措施也渐渐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环境卫生整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每个

人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仁艾村久西杰说:“环境卫生整治给我们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县、乡政府的帮扶

下,草场退化的播种,草场干旱的灌溉,现在都

已经落实。草原是我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

的生命一样,爱护家乡。”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可持续

健康发展,草原的管护工作也就显得尤为重

要。一名草管员的职责就是管护围栏等草

原基础设施,对乱开滥垦、乱采滥挖等破坏草

原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纠正,巡查禁牧区牲畜

放牧情况,核查草畜平衡区放牧牲畜数量,承

担草原防火和草原鼠虫害监测等工作。

仁艾村村民洒乃就是肩负着这项重要

工作的一名草管员。据他介绍,仁艾村有二

十多名草管员,每到夏季,草管员的责任就是

监督农牧民,搞好夏季牧场的卫生,让每一名

农牧民真切感受到甘加草原的清新空气。

通过村容村貌整治,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农牧民增收,实现与精神文明的长期繁荣。

甘加,正在努力探索一条生态文明与旅游发

展的和谐共生之路。（中国甘南网）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魏洪涛18日表示，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对
口援藏工作，提出2018至2020年对口援藏省市将为西藏输送游客
2000万人次的目标。“游客援藏”这种全新的援藏方式，将进一步加
快西藏建设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步伐。

魏洪涛是在此间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拉萨市人民
政府主办的“环渤海区域游客援藏签约仪式”上作上述表示的。

他说，国家旅游局将按照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旅游援藏工作
会议的部署，落实援藏各项工作，助力西藏拓展旅游市场，推动客
源互送，促进西藏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多吉次珠表示，旅游业已成为西藏名
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和富民兴藏的龙头产业，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网）

“游客援藏”计划

三年为西藏输送游客2000万人次

甘 加 草 原 清 新 风

8日上午，国道349线泽当至贡嘎机
场段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运营，拉萨与
山南实现全程高等级公路连接，小型车
辆最高时速100公里，两市间车程从三个
小时缩短为一个半小时。这是继拉林高
等级公路之后，我区的第二条连接两市
的高等级公路。

泽贡高等级公路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后雪域高原开通的第一条高等级公
路，标志着山南市成为全区第二个全面
融入“以拉萨为中心的3小时交通圈”的
地级市，也是西藏开通的第四条高等级
公路，至此全区一级及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已达到613公里。

最高时速 100 公里，两市通行时间
1.5小时。

全线沿雅江北岸布设，西联拉萨至
贡嘎机场高速泽当大桥北桥头，东接陇
巴互通立交接入泽当，经乃东区、扎囊
县、贡嘎三县区，所经6个乡镇均设置有
互通立交，方便当地群众和过往游客。

线路全长89.87公里，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标准，桥隧占建设里程的10%，交通
运输部初步设计批复总投资为49.75亿元。

工程项目部指挥长强旦介绍说 ，该
项目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公路工
程项目之一，是全力打造全区三小时综
合交通圈的重要基础，是构建藏中南核
心经济区交通环线的重要一环，是完善
区域公路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
支撑。公路建成通车有利于密切藏中南
各节点城市联系、促进拉萨山南一体化
发展、形成藏文化精品旅游线路。

记者从通车现场了解到，项目实施
优先使用当地民工，累计为沿线地方增
加就业岗位7244个，增加经济收入7.75
亿元。同时，按照不破坏、少扰动、多恢
复原则，落实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沿线栽
种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常绿植物，增添了
景观长廊绿色。

不走回头路，藏中南环线游至少有
三种选择。

拉萨、山南、林芝之间的交通条件良

好，自然景观多样，历史底蕴深厚，沿环
线行进，旅游精品聚合形成集团阵势，交
通可进入性强。

泽贡高等级公路的通车运营进一步
提升了藏中南环线旅游的交通基础条
件，为游客畅游西藏至少提供了三种选
择：一是雅江南北环线，二是拉萨-桑
日-日多-拉萨环线，三是藏中南环线。
同时拉萨至泽当快速通道正在加紧建
设，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藏中联系，助推
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林芝至米林机场专用公路、
嘎拉山隧道和雅江特大桥改扩建工程、
拉林高等级公路建成段、加查至桑日公
路铺油先后建成运行，藏中南经济圈的
主要交通干线一一改造完成。

第三条市市“高速”呼之欲出。
在今年9月召开的自治区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
锦河介绍，五年来我区先后启动了巴宜
至米林机场、林芝至拉萨、日喀则机场至
日喀则市、泽当至贡嘎机场、拉萨至泽当
快速通道、那曲至拉萨控制性工程、拉萨
环城路等7个高等级公路项目。高等级
公路已经成为西藏人眼中的高速公路。

其中，国道109线格尔木至拉萨段公
路改建工程是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的重
点交通项目之一。该段公路是《国家公
路网规划（2013—2030年）》G6北京至拉
萨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路段，是西藏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生命线，是连接西藏与内地的公路大
动脉，在国家和西藏公路网中具有极为
重要地位。

今年7月拉萨至那曲高等级公路控
制性工程开工，第三条市市高速路建设
迈出重要一步。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网站
的招标公告中了解到，该工程段起于当
雄县羊八井镇桑巴萨村，止于波玛互通，
路线全长约68公里，项目全线采用一级
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
小时。 （西藏日报）

西藏开通两条市市“高速”

西藏林芝市打造复合型旅游效果明显，目前，该市有对外运营
旅游景区27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知名景
点备受游客喜爱。

记者19日从林芝市获悉，“十二五”期间，林芝市推动形成集观
光、科考、徒步、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现已初步形成以林
芝县为主的休闲娱乐和民俗文化旅游区、以波密县为主的森林冰
川旅游区、以米林县为主的峡谷江河旅游区、以工布江达县为主的
湖泊古迹旅游区、以朗县为主的历史遗存旅游区，以及以察隅、墨
脱为主的热带雨林旅游区。

截至11月，林芝累计接待国内外旅游者495.45万人次，同比增
长18.94％；实现旅游总收入43.33亿元，同比增长15.6％。游客接
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森林覆盖率高，享有“西藏江南”
的美誉。因海拔相对较低、生态佳、含氧量相对高等优势，是旅游
者逐步适应高原气候、渐进式畅游西藏的适应平台，素有“进藏第
一站”之称。 （新华网）

“西藏江南”林芝打造复合型旅游

日前，青海玉树进京推介7条深度游自驾选路，具体包括长江
寻根溯源深度自驾穿越之旅、黄河寻根溯源深度自驾穿越之旅、澜
沧江寻根溯源深度自驾穿越之旅、康巴风情深度自驾穿越之旅、寻
迹唐蕃古道深度自驾穿越之旅、科考可可西里深度自驾穿越之旅、
藏区十大圣山深度自驾穿越之旅。

据介绍，2018年玉树旅游将立足“三江之源 圣洁玉树”品牌
战略，通过线路包装、活动落地、深度体验、服务保障、口碑传播五
大发展理念，为游客打造自主、自驾、自然旅行新模式。

除了丰富的自驾游线路，游客在玉树还能参与精彩纷呈的特
色活动，比如7月举办的“战狼杯”国际无人机航拍摄影大赛暨越野
拉力赛、端午节举办的中国青海玉树昆仑山祭祖大典暨勇者攀登
极限赛、藏历2月22日举办的中国青海玉树首届古村落暨康巴服
饰旅游文化节、12月8日举办的中国青海玉树首届可可西里生态
旅游文化音乐节等。

为了吸引游客自驾游玉树，玉树旅游部门还推出自驾游优惠
政策实施细则，即对于具有合法资质的省外汽车俱乐部等自驾游
企业，加入三江源国际自驾车旅游联盟，并单次组织自驾车来玉旅
游规模达到20辆车以上，人数50人以上，将享受宽松的交通环境，
外地自驾车辆在玉树境内只纠违章不罚款；玉树旅游按“全域旅
游”全景模式打造，所有景区景点免费开放，各大教派寺院镇寺之
宝无偿瞻仰；在玉树境内旅游产品、餐饮、住宿享受旅游行业协议
价；加入三江源国际自驾车联盟，年组团人数超一千人次奖励十万
元；免费提供各大景区手绘线路图，免费提供导游讲解；玉树境内
如车辆发生故障，免费派遣应急救援车；免费举办欢迎接待晚宴和
欢送篝火晚会；赠送“三江之源、圣洁玉树”旅游纪念品。

此外，玉树旅游部门与北京自驾游协会、越野e 族北京大队越
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小马撒欢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自驾旅游
联盟网、爱自驾旅游网、北京枫宝赛车有限公司、北京目标行动汽
车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北京游客可以在以上旅游机构报
名参加玉树自驾游。 （北京晨报网）

根据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省将初步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
旅游示范省。为实现政府、企业、居民、游客共享旅游发展成果，我
省明确把生态旅游产业作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推动贫困地
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战略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10000户生态
旅游扶贫示范户。

旅游是富民产业，青山绿水良好的生态是脱贫增收的“富
矿”。我省进一步明确，在创建生态旅游示范省中，创新社区参与
和利益共享机制。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参与生态旅游发展，完善旅
游社区参与机制。继续以发展生态旅游为平台，开辟绿色惠民新
路径，促进城镇美化、公共服务提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吸纳就
业，增加群众收入，帮助贫困人口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

到2020年，在全省精准扶贫对象中，重点实施１个生态旅游
扶贫州、推进15个生态旅游扶贫示范县、30个生态旅游扶贫示范
乡镇、500个生态旅游扶贫村建设，培育发展10000户生态旅游扶
贫示范户，进一步增强生态旅游发展能力，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
人口为重点，支持和鼓励贫困群众通过直接从事旅游经营、提供旅
游接待服务、开发旅游文化商品、出售农副土特产品、资产入股等
多种方式参与旅游经营和服务，以生态旅游发展带动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青海日报）

青海将培育发展10000户生态旅游扶贫示范户

玉树推7条深度自驾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