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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有这么一群人，，终日行走在群山峻岭之中终日行走在群山峻岭之中，，他们起早贪黑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披星戴
月月，，日复一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最美好的山林日复一日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中国最美好的山林。。

为了守护祖国的绿色屏障为了守护祖国的绿色屏障，，他们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孤他们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孤
寂寂；；面对很多人的不理解面对很多人的不理解，，他们要用坚守和智慧化解矛盾他们要用坚守和智慧化解矛盾；；在脱贫攻坚的在脱贫攻坚的
一线一线，，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增收致富路……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增收致富路……

近日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务院扶贫办联合
开展开展““最美生态护林员最美生态护林员””学习宣传活动学习宣传活动，，推荐遴选出王明海推荐遴选出王明海、、朱生玉朱生玉、、多多
贡等贡等2020位代表为位代表为““最美生态护林员最美生态护林员””。。

记者从中选取了几位的事迹记者从中选取了几位的事迹，，以他们为代表以他们为代表，，可以窥视到可以窥视到110110..22万名生万名生
态护林员的真实故事态护林员的真实故事————

生态护林员陈力之是个“90后”，
来自贵州省湄潭县鱼泉街道土塘村。
他年幼丧父，母亲和哥哥都生病在家。
前几年，为了家庭生计，陈力之一直在
广东东莞打工。2016年底，为照顾病
情加重的母亲，陈力之辞工回家。
2017年初，经村委会提议，陈力之成
了一名生态护林员，负责管护1万多
亩的公益林区。

“不要在林区吸烟，不要在山上野
炊，不要在林区内上香……”起初巡山
护林时，陈力之在各个路口巡逻宣传。
一天喊下来，他嗓子都沙哑得不成样。
后来条件好些，他添置了一辆摩托车，
配备了“大声公”。

进山见到田里焚烧秸秆，他会坐
在田埂上向村民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护
林政策；碰上有人在林中捕猎珍稀鸟
类，他顾不上自身安危上前震慑。

在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的同时，
他也常常思考“金山银山”的事。“看好
这片山，等于守护着一个绿色银行。群
众要真正脱贫，老是捐款不是根本办
法，还得做好‘靠山吃山’的文章。”

2019年，陈力之用自己的积蓄，
成立了贵州力之之孵化有限责任公
司，孵化鸡苗、鸭苗、鹅苗，供应村民们
发展林下养殖，多余的家禽苗还远供
安顺、毕节、仁怀等地。公司自成立以
来已孵化育苗3万余羽，不光自己的
生活得到了改善，还带动了3户贫困
户稳定就业。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陈力之把自
己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捐给了村里用于
抗疫。村里说不要贫困户的钱，他着急
了：“你们必须收着！我们生态护林员
一年一万的补贴是国家给的，不管什
么时候，一个人都要懂得感恩，起码要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今，陈力之还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湄潭满山遍野都是茶，生态茶园
有60万亩，一眼望去，茶中有林、林中
有茶，森林覆盖率达66.04%，发展林
下经济、茶园经济很有优势。我今后的
目标就是把我的林子看护好，把林下
经济搞好，吸引我们当地在外打工的
年轻人都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我们
的家乡兴旺富裕起来。”

陈力之：守护“绿色银行”

黑瘦的面庞，干裂的嘴唇，一双
洁净无瑕的眸子，两鬓结了些许白
霜，这个藏族男人叫多贡，是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芒康县曲孜卡乡小昌都村
村民，2016年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

5年来，他一直从事护林防火、
保护野生动植物、阻止乱砍滥伐等工
作。累了就在山坡席地而坐，饿了就
吃随身带着的糌粑、喝酥油茶。

“巡山，巡山，你这天天上山，
上山砍树的人都记住你了。”回到
家，多贡的老婆端上饭时，嘴里嘟
囔着。

“记住我，才好呢！如果我多贡
的名字能吓到那些砍树的，就好了。”

多贡曾制止过不少偷伐树木的事
件。有一年冬天，晚上8点左右，他
到山上转悠，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
山林中还透着光亮，他立刻意识到情
况不对，赶忙通知护林员伙伴后，便
朝着伐树地奔去，同时大声喝止。偷

伐树木的人听到声音
后，连工具都没拿就
跑了。

多贡还经历过与
猛兽擦肩而过的危险
瞬间。

因巡山护林山高
路远，有时他们需要
在山上过夜。那次他
同伙伴正打算搭建露
宿营地，一声吼叫打
破了夜晚的宁静，他
们与路过的熊相遇。
好在对熊习性比较了

解，且没有触犯到熊的领地，他们有
幸躲过了一劫。

“其实，我在遇到熊时，心里除
了害怕还有开心。我觉得，遇到的野
生动物越多，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
好了。”

“你要注意安全呀。”每次碰到
他巡山，周围的亲戚、朋友经常嘱
咐说。

“国家给了我生态护林员这个岗
位，让我在家门口就业，保护自己生
活的土地，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
呢！”多贡说。

如今，除了巡山，多贡每天还在
小昌都村周围捡拾垃圾。他觉得，要
为脚下土地越来越干净再尽一份力。

就在他和许许多多人的努力下，
芒康县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如
今，这里森林覆盖率达35.94%，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已达到800
余只。

多贡：为了山林那一抹笑容

地处鄂西南边陲的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群山连绵，是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护林员陈刚就生活在这里
的一个秀美山村——五峰镇水浕司
村。

水浕司村山大人稀，境内有40
多座山峰，峰峰相连。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陈刚守护着狮子垴周边7座
山林。

每逢巡山，镰刀、手套、头盔、
摩托是陈刚必备工具。虽然乡村公路
已经四通八达了，但村中还有几个特
别的地方只能靠走。尤其上山时，全
部是羊肠小道，有些地方还要爬。

“每月平均有23天在巡山的路上，不
知磨破了多少双鞋。”

除了防火、防偷伐，观测森林状
况、防病虫害也是生态护林员的重要
职责，不仅需要“火眼金睛”，还需
要储备不少专业知识。

2018 年末，在一次日常巡护
中，陈刚发现有疑似松材线虫病枯死
松树。他立即向镇林业管理站报告，
五峰县林业局防治专家带着科技人员
赶赴现场，及时进行了处置。

事后，陈刚迅速组织护林员对

全村 4.4 万亩天然林进行地毯式排
查，将排查出来的枯死松树一一登
记编号，及时上报，为全县防治松
材线虫病提供了第一手翔实资料。
排查完后，他又参与到由林业部门
组织的枯死松树除治工作中，有效
切断了传染源，遏制了松材线虫病
的蔓延。

生态护林员也是政策的宣讲员。
一旦发现村民砍伐树木等行为，陈刚
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劝阻，耐心讲
解天然林保护政策。在他的宣传下，
现在全村无乱砍滥伐现象。

有人问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知识，
他笑道，“在新时代下，不加强学习
怎么干得好工作，自己腰杆子不硬怎
么管得好别人？”

除了日常山林巡护外，陈刚还会
抽时间上山去植树造林。4年多来，
在他的影响下，村公路沿线两旁、农
户庭前房后种植杉木、核桃等2.5万
多株，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地人们也真切感受到绿水青山
变成了“聚宝盆”。一到旅游季节，
武汉、宜昌等不少远地的游客慕名而
来，带红了当地的农家乐与民宿。

陈刚：做好森林“啄木鸟”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位
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
这里是祖国西南边陲的生态安全屏
障，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
区域，98%以上的面积是高山峡谷，耕
地面积不足5%。独特的生态环境给
了这里别样的风景，也为生态保护工
作以及百姓脱贫增添了新的难度。

独龙江乡也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
聚居区。长期以来，独龙族过着过江靠
溜索、生存靠打猎的原始生活，当地群
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
贫困一直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生态护林员李玉花的家乡就在这
里。因为贫穷，李玉花早早辍学回家务
农，家中年迈的父母需要她照顾，两个
上小学的孩子需要她供养。2016年，
李玉花被选聘为迪政当村建档立卡生
态护林员，此后每个月有了800元的
稳定收入。

在雄奇险峻的独龙江河谷两岸，
李玉花巾帼不让须眉，和队员们长年
穿梭在崇山峻岭间。

几年间，她不仅巡山护林，还去村
中各地走访宣传护林
知识，粘贴警示标语、
标牌，为农户野生动
物肇事受灾情况走
访、照相、登记……因
为她时常穿着独龙毯
做的衣服，被其他护
林员亲切地称为“彩
虹护林员”。

护好林的同时，
李玉花带头发展草
果、黄精果、葛根、重
楼等林下产业，还利
用闲暇时间，积极研

究养蜂技术，现在已成功养出10多个
蜂箱。加上每月800元的护林员补助
及各项惠民补贴，家庭人均收入从
2015年 2000余元增加到2018年的
8000余元，在全村率先脱贫。2020年，
她家的年人均收入已达1.1万余元。

李玉花脱贫后，利用近年所学，发
动周边群众学习相关种养技术。在产
蜜季节，她邀请当地群众参与割蜜、过
滤、出售等环节，了解发展生态产业带
来的实惠，为迪政当村整村脱贫起到
示范带头作用。

就是靠着各方的努力，2018 年
底，独龙江乡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
71%下降至2.63%，独龙族整族脱贫，
实现了历史“蝶变”。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
在后头。”谈及未来，李玉花信心满满。
对她来说，生态护林员工作不仅意味
着一份稳定的收入，而是树立起战胜
困难、摆脱贫困的决心和斗志。“我要
继续守护好这片祖辈世代都未离开的
原始森林，让大家共享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红利。”

李玉花：独龙江畔的“彩虹”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革
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
活环境的改善，更关系到国民素质
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目前，城
区、农村、景区的公厕建得漂漂亮
亮，而且有专人打扫、看护。但
是，乡镇镇级公厕的建设却成了被
人遗忘的角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海南
省委会主委康耀红指出，乡镇镇级
公厕主要存在缺乏规划，布局不合
理，没有根据目前集镇的人口稠密
度来建设；布局跟不上发展需求，
没有把城镇公共厕所纳入“厕所革
命”范畴，“如厕”难求，乡镇公
共厕所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

康耀红建议，在编制村镇和村
庄规划时，应统筹考虑村镇发展、
人口流动特点、群众需求等因素，
对乡镇公共厕所进行合理布局，预

留公共厕所建设用地。新建乡镇公共
厕所应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统
筹推进，同步规划、建设。

康耀红建议，明确建立以政府投
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好
乡镇公共厕所建设和日常维护、人员
保洁的费用来源等问题，保障乡镇公
共厕所“建而有管”“建而能用”；建
立乡镇公共厕所长效管理制度，一方
面要组织专门队伍加强设施的检查、
维修，确保完好使用，另一方面要通
过设立公益性岗位等办法健全保洁员
队伍，落实保洁员责任制，强化日常
考核监督，结合乡镇卫生情况大检查
工作，将公厕检查列入考核，加大督
查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另外，在改
造厕所时，融入文化元素，打造精品
示范点；大力宣传人兽共患的疾病与
寄生虫疾病的传播来源，转变群众的
思想观念，引导村民文明如厕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康耀红：

加快推进乡镇公共厕所建设
本报记者 陈启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由冰
崩、冰湖溃决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灾
害链事件时有发生，且有不断增加
的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提前主
动防范。”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成都理
工大学副校长许强，将提案聚焦在
了高原冰川灾害的风险防控。

“青藏高原已不止一次发生冰
崩灾害。”许强忧虑地说，过去40
年里，青藏高原 1/4 的冰川已融
化；到本世纪末，融化的冰川可能
会到2/3，而冰川融水易形成突发
性山洪泥石流灾害。就在今年 2
月，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楠达德维
冰川突然发生冰崩，引发巨大山
洪，冲毁了至少两座水电站和沿途
道路、桥梁及村庄，造成20人死
亡、177人失踪，引发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
“要高度重视冰川及其次生灾害

对流域安全的影响。”许强建议，应
尽快对青藏高原各主要流域中冰川和
山体滑坡堵江风险进行排查，开展全
球气候变化条件下重要流域重大工程
和基础设施安全的调查评估、隐患识
别、监测预警和风险防控；做好青
藏高原冰川灾害防控工作，采用

“空天地”多元技术手段，对青藏高
原冰川活动情况尤其是成灾前兆进
行全面调查评估、风险源识别和监
测预警，积极主动防范青藏高原冰
川及其次生灾害；高度重视青藏高
原冰川及其次生灾害对重大工程及
重要城镇安全的影响，组织力量开
展冰川灾害对正在修建和规划建设
的重大工程及重要城镇安全的调查评
估和风险防控。

全国政协委员许强：

警惕高原冰川灾害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郭健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
国家之一，现有鸟类1445种，其中
具有迁徙习性的有800多种。我国
地处4条全球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
处，每年迁徙季节都会有大量候鸟
途经我国。

目前是春季候鸟迁徙的关键时
段。国家林草局近日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加强春季候鸟等野生动
物保护。

会议要求：各地要建立健全鸟
类等野生动物保护领导责任，实行
属地管理，牵头建立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制度，将鸟类
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纳入林
长制考核内容，压实生态护林（草）

员职责。各级林草部门要详细了解辖
区内候鸟基本情况，掌握候鸟迁徙动
态，开展观察监测、巡护值守、清网除
套、禁猎禁食等行动。要主动联合有关
部门对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单位、经营利
用场所、运输寄递企业、电子商务平台
等进行监督检查，动员全社会举报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依法严惩非法交
易、运输、利用、进出口，特别是食用鸟
类等野生动物以及非法销售禁用猎捕
工具和毒饵的行为。要依法依规开展鸟
类等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活动，禁止随意
投食和补饲，禁止不文明拍鸟行为。要
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科普力度，鼓励
并支持志愿者组织、公益机构和民间团
体开展候鸟保护活动。 （王硕）

国家林草局：加强春季候鸟保护

绿水青山的忠诚卫士绿水青山的忠诚卫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硕王硕

陈刚陈刚 （（左左）） 与专家一起研究古树保护与专家一起研究古树保护

陈力之陈力之 （（前前）） 在巡山途中在巡山途中

护林员在巡护途中吃干粮护林员在巡护途中吃干粮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二轮第三批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8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分别
对山西、辽宁、安徽、江西、河南、湖
南、广西、云南8个省（区）开展为期
约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

据介绍，督察组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和结果导向，对省级党委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
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
署情况，省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落实和担当作为情况，地市
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
落实情况开展督察。

督察组将重点督察以下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有关
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指示批示件的办

理情况；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情况；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
实情况；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
马，以及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重
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环境风险
及处理情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及“回头看”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立行立改情况；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认
识、责任落实等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
实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期
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
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