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技特派员群英谱

电话：010-58884112

12

2013 年 7 月 25 日 星 期 四
■责 编 张玉曼 绿色家园

reen gardenG
■ 一片绿叶

一杯青稞酒，一碗酥油茶,捎去高原人

民的情谊。这是雪域高原拉萨举办非物质

文化遗产雪顿节的初衷。

7月 12日，借拉萨市人民政府等在北京

主办中国拉萨雪顿节获国际节庆奖发布会

暨 2013 年拉萨雪顿节新闻发布会之机，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拉萨市副市长、中国拉萨

雪顿节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史本林。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史 本 林 说 ，西 藏 是 一 个 原 生 态 的 城

市，它是世界第三极，全国的三分之一的

水来自于西藏。是全国的生态基地和水

资源基地。

雪域高原西藏，空气清新，没有污染。

它离太阳最近。拉萨市是一座日光城，一年

有 3000 个小时的日照，平均每日光照有 10

小时。形成高原特有的气候。西藏的自然

地理环境独特，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坚

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史本林风趣地说，西藏要说缺点什么，

那就是氧，这正说明它的高原特色。这里没

有 PM2.5，没有雾霾。能提升拉萨的旅游环

境质量，也是把拉萨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的最好的条件。今年 3月 10日，拉萨创建的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行动正式启动。

作为西藏的首府，拉萨是有 1300 多年

历史的古城，坐拥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

街、哲蚌寺、色拉寺等世界文化遗产和重要

文物单位。1982年，国务院将拉萨定为首批

公布的 24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1

年，拉萨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2011中国

十大美丽城市”等称号。

史本林说，在蓝天白云般的圣城举办享

誉世界的拉萨雪顿节，别有一番意义。

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生活融合

起源于公元 11 世纪中叶的雪顿节意为

“吃酸奶的节日”，2006年入选中国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次，是自 1994

年拉萨主办以来的第 20 次雪顿盛会。已发

展成兼具传统文化特色和现代生活气息的

国内外知名节庆盛会。

史本林介绍，2013 年拉萨雪顿节将于 8

月 6日至 12日在拉萨举行。按照拉萨市委、

市政府的总体要求，今年雪顿节坚持“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节俭精致”的原

则，力求体现新亮点、新特色、新形式，进一

步把拉萨雪顿节办成西藏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招客引游、招展引会的品牌节会和中外

游客及广大市民的盛大节日，打造“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的民族节庆品牌。

西藏的标志性节庆有两个，一个是藏历

新年，一个是雪顿节。而这种传统的节日，

可以更好地挖掘藏民族文化，也能使节庆的

张力不断地涌现。史本林介绍说，2012 年，

世界有 3000 多万游客来到西藏，今年预计

可达 3500万以上。

“雪顿节已连续举办了 20 届，使我们面

临更高的要求和时代的特征，国际的色彩，

以及文化与经济相融的发展。对此，我们需

要进行整体规划，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

而开辟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与旅游，商

业接轨，淡化政府指导，以节养节。共筑中

国梦。”

今年雪顿节，借鉴历届雪顿节成功举办

的经验，紧紧围绕三大传统活动展开，以“美

丽家园 幸福拉萨”为主题，将开展“共话中

国梦”研讨会等。

社会民间机构助力非遗保护

西藏拉萨曾展出一幅面积 10200 平方

米的唐卡。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米玛次仁带领 9个徒弟历时 9年完成。被

认定为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唐卡。唐卡

是藏文音译，是一种极富藏民族特色的卷轴

画。“直贡刺绣唐卡”将绘画和刺绣相结合，

是刺绣在布绸上的彩色卷轴画，凹凸有致，

立体感强。传承技艺、带徒授艺、推广市场、

宣传保护，这一系列举措正是拉萨市民间社

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走出来的新路

子。“拉萨社会力量在非遗保护上的参与度

与成熟度都有很大提升。”

2007 年 7 月，拉萨市制定下发了《拉萨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五年规划》，探

索民间的社会力量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从那时就开始的。该计划实施至今，

这条“民间路”已走过 5 年，有社会力量参

与，有本身是文化保护单位的企业，也有身

为非遗传承人的个人，特别是民族手工艺传

承方面，政府对每年的非遗保护经费、签订

责任书、文化部门检查等社会参与形式提供

保障。

今年 4 月底，拉萨市城关区娘热民间艺

术团也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而广

为人知，艺术团还因此被西藏自治区文化厅

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先进单位。

截至目前，拉萨市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76 项，其中包括拉萨雪顿节、觉木隆藏

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20 项，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1 项；2008 年有

关部门还建立了拉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体系，公布了四批市级代表作项

目 25 个。拉萨雪顿节受邀去年 9 月赴美参

加世界节庆协会年会。

发布会上，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全国政

协民宗委副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

进会会长李晋有向拉萨市副市长史本林颁

发了拉萨获得“2012IFEA 国际节庆城市奖”

奖牌。

拉萨雪顿节展现了璀璨的西藏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了国内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史本林说，雪顿节不仅是中国的雪顿

节，拉萨更要将其打造为世界的雪顿节,成

为世界上的一张绿色名片。

打造雪域高原的绿色名片
——访拉萨市副市长史本林

□ 本报记者 范 建

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冷凉生态的概

念，成立第一个冷凉蔬菜院士工作站，2 年

内，乌兰察布建立了 22 万亩冷凉蔬菜基地，

2012年获得纯增效益 7亿元。

他，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和 3 项专利技

术，发明的二氧化碳发生器施肥技术被科技

部确定为星火项目，列为国家级产业链，该

技术累计在西北五省推广 2 万亩蔬菜，每亩

地每年增收 3500元。

他，28 年义务为菜农技术服务，成立的

慧明公司，培训农民上万人，农民纯收入总

计提高 5000多万元。

科技特派员关慧明平凡的人生，注定不

平凡。

2003年，内蒙古农牧学院蔬菜专业毕业

的关慧明已有 20 多年工作经验，他成为了

内蒙古首批科技特派员。他探索的服务模

式，被科技部称为“关慧明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让农民通过技术提高收

入，同时，科技人员也有所收入，收入的钱还

进行更广泛的科研开发。”关慧明说。

此后，他代表基层科技人员参加了联合

国计划开发署召开的“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研讨会，做的《走中国特色农业推广之

路》发言，至今还令许多参会人印象深刻。

2007年，关慧明和100户农民组成了一个

农村西瓜合作社，成为了内蒙古第一个农民合

作社。合作社总投资500万元，其中关慧明投

资200万元，他还建立了农村培训学校。

“农民收入从每亩地几百元实现了现在

一个温室两万元的飞跃。”关慧明说，在合作社

的带动下，乌兰察布市相继成立了许多农民合

作社。关慧明培养的50多名技术人员就分散

在各个合作社担任主要技术人员。每年由关

慧明组织抢救的蔬菜就达到 10万亩以上，每

亩地至少为种植户挽回损失千元以上，他们在

张北地区、乌兰察布市地区、鄂尔多斯地区遇

到的重大自然灾害、蔬菜栽培技术难题和蔬菜

病虫害难题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2008 年，慧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通过引进企业使他的二氧化碳发生器

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量两万多台。“在河北、山

西、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接受公司生产指导和

培训的面积达到了 20 多万亩，每年农民的

纯增收入总计上亿元。”关慧明说。

由于在全国最先提出开发冷凉蔬菜，他

引进了“统一品种布局、统一工厂化育苗、统

一农机化栽培、统一测土施肥、统一标准化

管理、统一商品质量标准”的冷凉蔬菜大面

积、标准化生产“六统一”模式。慧明公司还

打造了北京绿色蔬菜基地，每年公司独立经

营的种植土地面积达到 2 万多亩，形成带动

农民种植 20多万亩。

“我们走培训园、创业园、最后收入的提

高变成安居园‘三园互动’的农民管理模

式。”关慧明说，公司先后建立了丰镇红砂

坝、卓资县的巴音锡勒、商都县的小海子等

示范点。

渐渐地，冷凉蔬菜战略、冷凉生态战略、

开发冷凉资源，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部、乌兰察布市重大产业战略。

2011年，慧明公司建立了冷凉蔬菜标准

化试验田 2.6 万亩，2012 年乌兰察布市建成

标准化冷凉蔬菜基地 22 万亩，经测算，使农

民纯收入增加 7亿元。

如今，51 岁的关慧明任乌兰察布市科

技特派员创业联合会会长，取得了《蔬菜的

病毒病防治技术》等 5项科研成果，4项获得

国家专利，其中 3 项为发明专利；他主持的

北京市乌兰察布市冷凉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十二五”重大项目，他

先后获得了国家、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市等颁发的各类奖项 25 项；2000 年和 2010

年，他两次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

UNDP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科技部组织了

关慧明的专题科技讲座，已在全国十余个省

进行了巡回演讲。

让冷凉蔬菜热起来
——记内蒙古法人科特派关慧明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化工大设立小学期国际化课程
科技日报讯（谢培红）近日，北京化工大

学投资百万，设立小学期国际化课程。

据了解，此次课程是在暑假期间开设，为

期两周，聘请 56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

国家的知名大学，以及各类研发机构的知名

专家学者，共开设 40 多门前沿与复合课程，

涵盖了北京化工大学理工、经管、文法所有专

业的知识领域。培养对象不仅包含本科一至

四年级的学生，还包括研究生，学生根据自己

兴趣、爱好自选课程免费学习，每班人数最多

25名，共 41个班。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

天伟说，高校课程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重要内容之一，小学期国际化课程的建立，

不仅将特色教学与国际化教学结合起来，使

学生不跨出国门就能聆听到国际前沿知识，

拓宽学生视野，增强他们对国际先进水平的

体会与感悟，还可以对学校国际化平台的搭

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技能培训助丝纺行业用工
科技日报讯 （孙德志 胡新广）近日，周

村区 2013 年第一期农民工纺织专业培训班

开课。此次培训为期一个月，100 名全区各

行各业的农民工参加了岗位学习培训。

周村是著名的丝绸之乡，丝绸纺织行业用

工潜力巨大。为进一步加快全区“脱贫奔康”工

作步伐，不断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解决农民工

就业难问题，周村区结合实际,创新方法，从提

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出发，根据纺织行业市场

用工需求，开展了以纺织机械操作基本技能、农

民工进城务工维权知识为重点的培训课程，切

实帮助农民工掌握专业知识，促进农民工就近

就业。通过培训，可有效缓解农民工返岗、返乡

就业难题，让他们有机会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

并让一些优秀人才走上技术岗位，为该区丝绸

纺织行业提供紧需劳动力。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俺们的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啊！俺们心中的小康就是农业生

产机械化，有养老院，有更好的医疗和教

育，生活水平比现在更好！”河北省成安县

东大姑庙村村民陈文艺在谈到他心目中的

小康梦时高兴地说。

走进东大姑庙村，新修的水泥路宽阔

平坦，房屋整齐划一，新植的核桃树蓄势待

发、生机盎然，整个村庄美丽如画。东大姑

庙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总人口 1660 余

人，耕地 2700 亩，人均收入 9000 余元。近

年来，村内建了压块饲料厂和棉花良种繁

育加工厂，投资 30 万元建设了小学和幼儿

园，投资 28万元建成了村民活动中心。

“我们制定了本村的长远发展规划，将

从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入

手，加快土地流转步伐，调整农业种植模式，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农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率先打造成小康村，加快建成

幸福乡村。”该村支部书记冀海林如是说。

该村历来以棉花种植为主，近年来建

成了棉花良种基地，通过实施“公司+基地+

农户”的种植模式，与农民签订了收购合

同，大力发展繁育棉花良种产业，为分散的

家庭经营与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

接方式，降低了农民的风险，走出了一条

“企业连基地，基地带农户”的路子。繁育

棉花良种既可以减少农药、人工等投入，产

量还比普通棉花增收 5%，收购时还高于市

场价 5角钱收购。近年来，在该村育苗基地

的辐射带动下，已在全县推广种植订单棉

花 1万余亩，为农民节支增收 500余万元。

今年，该村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计划

利用 3 年时间，对全村的土地进行流转，大

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解放

农民思想，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使

农民走出田间地头，走出农村，走向城市，

转向二、三产业。

为增加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结合本

村果树、蔬菜种植的实际，该村还将规划建

设一个冷库，采取分块租赁等多种经营方

式，把农民生产的果蔬产品进行储藏，打好

时间差、价格差，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增

加农民的收入。

东大姑庙村支部书记冀海林介绍，为

了充分利用村内闲置土地，帮助村民发展

庭院经济，该村按照“公有私养”的模式，在

大街小巷、农家小院和田间道路两旁全部

都种上了核桃树。村委会负责提供核桃树

苗和种植管理，村民负责看管，成熟后全部

由村委统一销售，收入按照村委会和村民

已达成的协议进行分配，从而既实现了全

村绿化，又实现了农民增收。冀海林还算

了笔账，平均一户能分到十棵核桃树，一棵

核桃树一年收入 300多块钱，仅种植核桃树

每户能增收 3000多块钱。

60 岁的村民魏竹林说：“俺们农民的口

袋是一天比一天鼓。村里正在规划建设敬

老院和卫生院，咱农民养老不用愁，足不出

村还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以后这生活就

更有奔头了！”

如今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成立了近

百人的妇女合唱团,农闲时节,大伙儿没事

就凑一起乐呵乐呵。“我们农民也是有精

神追求的！”村民朱美燕一句话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

小 康 梦 在 每 个 村 民 心 中 ，梦 想 在 脚

下。村支部书记的冀海林深有感触地说：

“国家对农民的帮扶力度越来越大，政策越

来越好，这是东大姑庙村发展的最好机会，

我们一定加倍珍惜，把东大姑庙村率先建

成小康村。”

东大姑庙村的小康梦
□ 武成军 王俊霞 岳艳峰

7月10日，我国正式启动实施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太行山、平原绿

化三期工程建设（2011—2020 年），规划到

2020 年，国家共投资 2129 亿元，完成造林

2167.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平均提升 4.1%以

上，四项工程区范围覆盖全国 1959个县，并

划分为34个治理区，分别明确更有针对性的

主攻方向和采取更强有力的治理措施。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强调说，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长

江、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太行山、平

原绿化工程，开启了我国针对“江、河、山、

原”等特定地域的生态治理模式探索。2001

年至2010年，“长、珠、太、平”4项工程二期建

设顺利完成。但这些地区的生态形势仍不

容乐观，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刻不容缓。

长江流域：覆盖17个省区市
没有森林，就没有长江的安澜，恢复森

林植被是根治长江水患、维护三峡大坝安

全和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成功实施的根

本之策。

为有效巩固长江流域防护林工程一二

期建设成果，维护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和

人民安康，国家林业局今年实施的《长江流

域防护林体系建设三期工程规划》，范围覆

盖 17个省区市 1026个县市区，总面积 220.6

万平方公里，上海市不再纳入工程区范围。

规划到 2020 年，工程区增加森林面积

379.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39.3%，比规划

实施前提升1.3个百分点。同时，初步构建完

善的长江流域生态防护林体系，使长江流域

建设成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富集区、森林

资源储备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区域。

珠江流域：重点治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
“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还远不能满

足需要”。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司司

长王祝雄说，在前两期建设的基础上，国家

林业局又组织编制、实施了《珠江流域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三期规划》。

据了解，三期工程建设范围扩大到6个省

区37个市州，分为5大治理区8个重点建设区

域，重点是加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的治理，并

在保护现有植被的基础上，加快营林步伐，提

高林分质量，增强森林保土蓄水功能。

规划到 2020 年，工程区新增森林面积

15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60.5%以上，

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御洪灾、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水域水质

有所提升。

太行山：森林覆盖率提升9.7个百分点
太行山区是京津地区的天然屏障，生

态区位十分重要。

为进一步推进太行山区生态建设，《太

行山绿化三期工程规划》启动实施，建设范

围涉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 4省市。规划

到 2020 年，工程区新增森林面积 79.6 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提升 9.7个百分点。

“太行山区的自然条件比我国西部地区

有优势，只要种活了，保存住，就不愁生长。”

王祝雄说，坚持不懈地实施好太行山绿化三

期工程建设，将会为实现我国森林面积、蓄

积量“双增”目标，保障京津和华北地区生态

安全，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太

行山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平原：提升农区综合功能
平原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等生产

基地，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林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构筑平原农区生态

屏障，继续实施平原绿化工程。在此基础上，

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并实施了《全国平原绿

化三期工程规划（2011—2020年）》。

《全国平原绿化三期工程规划》范围覆

盖全国 24 个省区市，以全国粮食主产省和

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建设区域，通过加快农

田防护林网建设和村镇绿化，开展退化林

带的生态修复和中幼龄林带抚育，切实提

升平原农区防护林体系综合功能。

规划到 2020 年，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

达到 18.7%，增加 1.6 个百分点，基本农田林

网控制率达到 95%以上。通过三期规划建

设，在全国平原地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

田防护林体系，实现等级以上公路、铁路、

河流等沿线全面绿化，平原地区的森林质

量得到有效改善，广大农田得到有效庇护。

“江河山原”建设刻不容缓
——解读长江流域等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规划

□ 胡利娟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特约

生态保护成为芦山灾后重建重点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国务院近日出

台的《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

明确指出以生态保护区为重点，加快自然

生态系统修复，保护好大熊猫等珍稀濒危

物种。

《规划》明确，自然生态系统修复要坚

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以自然修

复为主，修复损毁森林和草地植被，加强天

然林、湿地和草甸草地保护，有计划、有步

骤地对 25度以上陡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

计划修复森林植被 58.35万亩。

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计

划实施 22.2 万亩大熊猫栖息地修复工程，

恢复建设大熊猫基因交流走廊带，建设大

熊猫自然遗产地检测体系、管理信息系

统、管理站等，并恢复和保育栽植多种大

熊猫主食竹，建设大熊猫生态适应性放归

基地。

同时，以碧峰峡大熊猫人工繁育基

地等为依托建立大熊猫公园，建设大熊

猫保护主题展示中心，加强大熊猫栖息

地管理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在荥经县

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建设大熊猫放归基地

1200 亩。

恢复湿地就是发展生产力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从国家林业局

获悉，近 10 年来，我国丧失湿地达 200 多

万公顷，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

样性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国家林业局

副局长张永利说，像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

一样，湿地为人类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

是不可或缺的、非常珍贵的，如不采取断

然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这一弥足珍贵的

“自然资本”还将会进一步减少。保护湿

地就是保护生产力，恢复湿地就是发展生

产力。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超强度开发，尤其是湿

地，这一重要的“自然资本”不仅没有得到

保值增值，反而被严重折损，对人类生存发

展的支撑能力也明显减弱，加之湿地保护

的法规制度不全、政策机制不力、科技水平

落后、机构队伍薄弱，湿地仍然是各种土地

利用方式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地类，是连

续受到威胁最大的自然资源。

张永利表示，作为生态建设的主体部

门，林业在转型发展中应当而且必须有所

作为，今后将依托长江流域湿地类型丰富、

湿地保护基础较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

才富集、科技发达等优势条件，在湿地保护

与绿色转型方面开展积极探索，为全国提

供经验和示范，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图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关慧明图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关慧明（（右一右一））正在为内蒙古自治区正在为内蒙古自治区UNDPUNDP科技特派员项目调科技特派员项目调
研考察团介绍自己承担的研考察团介绍自己承担的““南瓜和礼品西瓜嫁接南瓜和礼品西瓜嫁接””技术和技术和““二氧化碳施肥二氧化碳施肥””技术的实施情况技术的实施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