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洮洮河国家湿地公园。 临洮县水务局提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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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穿行在临洮县洮河生态廊道

太石段，昔日砂坑遍布的滩涂地经过治理

后，一处处湿地和生态隔离带相互交错，微

风轻拂、绿意婆娑、水波潋滟，一幅水生态崭

新画卷跃然眼前。

近年来，临洮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加快建设人水和谐的幸福洮

河，洮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为 了 让 洮 河 水 碧 水 长 流 ，临 洮 县 着 力

打 造“ 一 廊 三 区 多 点 ”的 洮 河 生 态 廊 道 建

设格局，先期已完成临洮洮河国家湿地公

园 建 设 ，该 河 段 成 功 创 建为市级美丽幸福

河湖。同时，实施了总投资 1.05 亿元的洮河

干流太石至红旗段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生态

堤防 12.1 公里，保护了洮河沿岸水生态和农

田安全。

正在实施的临洮县辛店至红旗段生态

廊道及水环境整治项目总长度 40.8 公里，

位于洮河干流临洮县辛店至红旗段右岸，

涉 及 临 洮 县 北 部 3 个 乡 镇 13 个 行 政 村

1500 余 亩 滩 涂 地 和 坑 塘 水 面 等 生 态 恢 复

治理任务。

临洮县太石镇南门村就位于洮河临洮

县辛店至红旗段生态廊道及水环境整治项

目实施区域。“我们对洮河水域周边环境进

行常态化巡查保洁，及时向村级河长反馈发

现的问题。县上还对洮河南门村河段进行

了彻底整治，现在河道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乡亲们打心眼儿里高兴。”南门村河道管护
员杨成水说。

随着生态恢复治理步伐加快，太石镇南

门村河段不仅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洮河边

骑行、休憩，也为当地的乡亲们休闲散步提

供了场所。

据了解，洮河临洮县辛店至红旗段生态

廊道及水环境整治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是

一项集生态修复、岸坡绿化、防洪保安、休闲

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对于提高

洮河临洮段河道自净能力、提高水环境质

量、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美化人居环境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

“洮河临洮县辛店至红旗段生态廊道及

水环境整治项目建设期为三年，目前已完成

洮河堤防工程堤内滩地生态修复 4 处、岸坡

坡面绿化 4 段、滨水慢行系统建设工程 3 段，

新建生态湿地工程 1 处、生态隔离带 3 处等

建设任务。”临洮县水利建设工作站站长孙

彦军介绍。

日前，随着毗邻临洮县洮河生态廊道的

洮河如意湾景区开园，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洮

河临洮段“打卡”观光。“我们将以美丽幸福

河湖创建为主线，通过构建点、线、面相结合

的水生态网络格局，全力提升洮河流域山水

林田湖系统治理成效。”临洮县河长办工作

人员杜天才说。

在太石镇沙楞村洮河沿岸，以前裸露的

砂坑和滩涂地经过平整覆土，已被一丛丛狼

尾草等植物覆盖。通过综合治理，不仅解决
了河道“四乱”问题，还在昌木沟入洮河口建
设生态堤防 180 米，为沿线群众和农田提供

了安全保障。

荒滩换新颜，人在画中游。如今，临洮

县洮河生态廊道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成为陇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新名片。

——临洮县推进洮河生态廊道建设掠影临洮县推进洮河生态廊道建设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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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这几天，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贾家墩

村村民张正鹏满心欢喜，在政府部门的帮

助下，他和其他 6 户农户将手里的“绿本

本”林权证换成了“红皮皮”的不动产证，

这是我省开展化解林权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加快推动林权类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

试点工作以来颁发的首批林权类不动产

证书。

“自此，我们的林地像房产一样拥有

了 70 年不变的不动产权。”张正鹏高兴地

说，此次深化林权改革让他们的林地范围

和面积更清楚了，最重要的是，在农业生

产中有资金需求，可以到银行直接作为抵

押物进行贷款。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于巩固和完善

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

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甘肃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

施方案》，并在全省 12 个县（区）开展先行

先试工作。各试点地区结合实际积极探

索实践，总结出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模式。

摸清家底 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理清全省集体林地底数，是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推动“三权”分置的基础。

全省林草系统按照“三调”数据和年度森

林草原湿地调查成果，对集体林地面积进

行了认真梳理，通过档案核查、外业勘测

等手段，摸清了集体林地面积，为“三权”

分置加快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作为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

作试点县，临泽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试点重点围绕落实集体林地“三权”分置、

促进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完善森林经

营管理制度、保障林木所有权权能、完善

多元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按照

示范引路、先易后难、全面推进的原则，确

定蓼泉镇双泉村、鸭暖镇古寨村、板桥镇

友好村作为此次清理规范的试点村。

“摸底数、建台账、确属性、核现状是

首要工作原则。”临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干部顾学金介绍，如今，当地已经确定林

权档案 6200 份，整合汇交数据信息 4369

条，有力推动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

为高效推进试点工作，省林草局印发

《先行先试工作方案》，安排部署全省试点

工作，各试点县（区）各所在市（州）均成立

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指导专班，全省试点工作有

序开展。

定西市安定区通过开展外业调查和

内业核查，形成“一查二核三落地”一整套

技术规程，全面查清林改底数，精准核实

林改数据，合力完成落地上图，全面梳理

出林权证面积与实地不符、一地多证、重

复登记等问题。

化解难题 林草确权有章有据

林权地籍调查是林权不动产登记过

程中确定土地权属、明晰产权的主要手

段，是规范化开展林权登记的重要基础。

但在实际操作中，林权类不动产由于历史

原因和不同时期的技术标准，大多存在界

址标识模糊，实地勘测难度大等问题。

“当初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时，分林到

户的林地很多都存在面积不准、地类重

叠、界限不清等问题。”临泽县自然资源

局干部闫天虎介绍，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林地就是林

地，耕地就是耕地，草地就是草地”的根

本问题。

省林草局以林权存量数据整合为主

线，以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为抓手，引导各

试点县（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把

握不同时期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尊重

历史和群众意愿的前提下，依法依规、妥

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平 凉 市 泾 川 县 结 合 县 情 实 际 ，对 林

地权属交叉重叠、村界与实际情况不符

等 5 类 问 题 作 出 综 合 研 判 ，提 出 具 体 化

解 意 见 ，3 个 试 点 村 集 体 林 地 全 部 确 权

到户，摸排问题全部化解到位。

定西市安定区按照“总体稳定、搁置

争议、稳步推进”的原则，针对难点堵点和

整改形成了一整套解决方案，通过汇总整

理共性问题，逐村逐户建立问题台账，明

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有效

化解各类林权纠纷、林地纠纷，推动林改

工作落实落细。

临 泽 县 充 分 利 用 原 有 林 权 指 界 成

果，逐宗地制作遗留问题核查情况表，按

照“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分类施策”的原

则 ，采 用“ 分 股 不 分 地 、分 利 不 分 林 ”方

式，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的确认结

果和相关村委会、权利人的确认意见，化

解上轮林改中四至模糊、权属重叠等历史

遗留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传统指界方式存在的

周期长、难度大、精度低等问题，部分试点

县（区）聘请专业的第三方测绘机构对试

点村集体林地进行勘测，逐宗更正权属重

叠、面积不实、地类不准等问题，通过采取

“影像判读+实地勘验”的方式，将林权宗

地图形与高清影像图、地形图、生态红线

图、全国“三调”成果等进行套合叠加，辅

助开展林权指界工作，极大缩短了林权地

籍调查时间。

激活动力 林下经济健康发展

将林权登记全面纳入不动产登记体

系，既有利于依法保护林权权利人的合法

权益，也有利于推进林地承包经营权、林

木所有权的合理流转，助力全省林业生态

产业发展。

近 年 来 ，甘 肃 创 新 发 展 思 路 ，践 行

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不懈抓好林下经济

发展、家庭林场培育、林业合作社建设、

林权抵押贷款和林权流转等工作，积极

主动“向森林要食物”，持续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将经济林果和林下经济产

业发展作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加快推进全产业链

发展，不断探索畅通从绿水青山到金山

银山的实现路径。

全省各地结合实际找准抓手，把发展

林下经济作为深化集体林改、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发展林下经济产业。

天水市清水县按照“试点示范、以点

带面、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发挥试点村资源优势，加快林

地入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松果收

购与初加工产业和野猪生态放养，签订入

股合同 317 份，流转林地 7086 亩。

武威市天祝县推广“村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社+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农

户”等模式，鼓励有能力发展林下经济的村

集体，按照分股不分林方式，村集体统一经

营发展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泾川、康县等 8 个县和 29 个新型林业

经营主体被国家林草局认定为全国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

2023年，全省发展林下种植 461万亩，

林下养殖利用林地面积 203万亩，国家级和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13家、41家，培

育林业专业合作社 3568家、家庭林场 1086

个，实现林下经济年产值 79亿元。根据《甘

肃省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2023-2030

年）》，到 2025 年全省林下经济产值将达

107亿元、2030年将达165亿元。

省 林 草 局 改 革 发 展 处 负 责 同 志 介

绍，我省将充分发挥试点县（区）示范引

领 作 用 ，复 制 推 广 成 功 经 验 ，激 活 各 地

改革动力，推进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 革 工 作 ，不 断 拓 宽“ 两 山 ”转 化 路 径 ，

实现生态美和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绿水青山 用之有道
——我省首批林权类不动产证书发放到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通讯员 刘建军

农 户 利 用 农 闲 时 间 上 山 采 剥 栓 皮 ，来

增加收入；护林员现场指导，传授专业采剥

方法，保障林木健康持续生长；各收购点三

轮车来来往往、群众忙忙碌碌，打捆、转运、

称 重 、装 车 …… 时 下 ，走 进 成 县 赵 坝 林 场 ，

一派繁忙景象。

成 县 赵 坝 林 场 辖 区 现 有 林 地 总 面 积

66.7 万亩，其中国有林地 52.8 万亩，集体林

地 13.9 万亩，具有丰富的毛竹、栓皮、松子、

生漆、山棍等林副产品资源。林场瞄准符合

当地实际、符合百姓致富需求的产业，发展

地产药材、特色养殖、食用菌栽培、林副产

品精深加工等林下经济，加快产业转型，打

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双向

通道，实现了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今年，成县被确定为甘肃省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依托丰富的林副产品

资源，成县聚焦林业增效、林农增收，以国

有林场为主体，积极探索流转、入股、托管

等合作方式，引导林区群众大力发展林副产

品经营加工，盘活用好森林资源，探索国有

林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在林改试点过程中，成县赵坝林场先行

先试，采取“国有林场+村集体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由赵坝林场和二郎乡庄子村合作

经营，组建林副产品加工营销中心，由林场

对接林副产品外销订单，与各村签订合作经

营协议，再由各村、各管护站设立收购点组

织发动群众采收林副产品。”成县赵坝林场

场长贾新春说。林场还利用青岗木材资源，

通过抚育间伐加工食用菌菌棒原料，统一组

织对外销售林副产品，形成“群众有收入、村

集体有积累、林场有收益”的经营性收入分

配激励机制。

“ 今 年 政 策 放 开 了 ，我 们 一 家 在 门 前

山 上 采 收 栓 皮 ，一 天 能 采 200 多 斤 ，能 卖

200 多元，近一个月已收入 1.05 万元。”王磨镇祁坝村村民

张 世 红 说 。 据 统 计 ，目 前 赵 坝 林 场 林 副 产 品 营 销 中 心 已

收 购 出 售 栓 皮 60 多 吨 ，销 售 收 入 达 20 多 万 元 ，直 接 带 动

当地 100 多户群众户均增收 8000 多元。

“ 经 过 对 周 边 省 市 林 副 产 品 市 场 考 察 对 接 ，我 们 把 深

化 集 体 林 权 制 度 改 革 试 点 与 国 有 林 场 森 林 可 持 续 经 营 试

点 紧 密 结 合 ，放 活 国 有 林 场 界 限 、放 活 公 益 林 管 理 政 策 ，

带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积 累 不 断 壮 大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增 加

林 业 产 值 、增 加 财 政 收 入 的 发 展 思 路 ，提 升 了 森 林 资 源 经

营 效 益 ，为 林 业 产 业 的 繁 荣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成 县 林 业 和

草原局副局长闫宝林说。

成 县 顺 应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切 实 以 林 副 产 品 经 营 开 发

为 突 破 口 ，顺 应 林 区 群 众 期 盼 ，用 足 用 活 林 改 政 策 ，通 过

林 副 产 品 采 集 、收 购 、加 工 、销 售 等 环 节 分 工 协 作 ，有 效

建 立 国 有 林 场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和 农 民 群 众 之 间 的 利 益

联 动 ，吸 引 产 业 大 户 、企 业 、农 民 合 作 社 等 积 极 发 展 林下

产业，持续改善林区发展条件，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林

场生态保护和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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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

日 报 记 者 王 思 璇 通 讯 员

李兴民）记者从省国家公园

检测中心获悉，该中心技术

人 员 近 日 通 过 700MHZ 实

时传输自然资源综合监测终

端，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

片区隆昌河、祁丰等保护站

监测到多只雪豹。

在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甘

肃 片 区 隆 昌 河 保 护 站 实 时

传输回来的视频中，一只体

形 健 硕 的 雪 豹 侧 身 背 对 着

红 外 相 机 ，前 爪 撑 地 ，后 腿

来 回 蹬 着 ，后 爪 交 替 刨 坑 。

据悉，雪豹刨坑属于标记领

地行为，通过该方式留下信

息 ，向 同 类 宣 示 自 己 的 存

在 ，以 此 达 到 圈 定 领 地 、求

偶等目的，此行为多有发生

但很难拍摄到。

此外，今年4至7月，祁丰

保 护 站 02002862 号 综 合

监 测 终 端 每 个 月 都 能 捕 捉

到 雪 豹 的 踪 影 。 其 中 ，有

路 过 相 机 嗅 闻 的 、有 竖 起

尾 巴 在 岩 石 上 做“ 标 记 ”

的 、也 有 偶 尔 路 过 或 是 短

暂 停 留 的 。 雪 豹 是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被 誉 为“ 雪 山

之 王 ”。 其 主 要 栖 息 在 海

拔 2500 米 至 5000 米 的 高

原 地 区 ，是 高 山 生 态 系 统

和 中 亚 山 地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高海拔

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

计 ”。 雪 豹 的 频 繁 出 现 ，证

明 该 保 护 区 内 野 生 动 物 栖

息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雪山之王”身影频现祁连山国家公园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王思璇）近日，我省

印发了《关于建立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科技支撑协作机制的意

见》。《意见》的出台将为高质

量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

好打赢攻坚战，筑牢国家西

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意见》旨在更好发挥科

技支撑引领作用，统筹发挥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优

势，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整合、

资源优化，增强协同攻关创新

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解决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卡

脖子”技术难题，实现政、产、

学、研、用有机结合。

《意见》明确了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 态 工 程 科 技 攻 关 主 要 任

务、保障机制、机制组成和职

责分工。协作机制由协作组

和专家委员会组成，协作组

由 省 政 府 副 省 长 担 任 召 集

人，成员包括省直有关部门、

兰州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

环境资源研究院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专家委员会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南志

标教授担任主任委员，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兰

州分院冯起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郑晓静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兰州大学黄建平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张守攻教授担任

副主任委员，国家三北工程

研究院院长、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卢琦研究员等 23 名

科技人员为委员。

我省荒漠化防治和“三北”
工程建设有了科技支撑

临夏州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耳子屲梁景区景色优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