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守护绿色草原  筑梦美丽中国
  本刊评论员

我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全
国天然草原面积近 60 亿亩，占国土总面积 40%，为全国
现有耕地面积的 3.2 倍，全国有近 4 亿人口生活在北方草
原区和南方草地区。从东到西绵延数千公里的辽阔草原，
为中华大地筑起了一道维护生态安全的天然绿色屏障，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要发展，更要可持续发展。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长
效机制，从 2011 年起，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并不断加大对草原转变畜牧业
发展方式的支持力度，取得“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牧民
增收”的显著成效。

实现美丽中国梦，共享绿色未来，草原生态保护仍
然任重且道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紧紧围绕建
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
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这对今后的草原生态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

一要强化政策支撑。不断巩固、完善和强化各项草
原保护政策，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切合实际、来源稳定、
受益直接、操作简便，有利于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
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加快研究和
落实以重大草原保护建设工程为内容的工程性补偿制
度，以征用、使用草原付费为特征的利用性补偿制度和
以草畜平衡补贴、种草补贴、牧草种子补贴等为主要内
容的鼓励性补偿制度，努力形成保护草原者受益的良性
局面。

二要强化体制机制支撑。草原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和稳定草原
承包关系，是党在草原地区的政策基石，是维护草原生
态安全、解放和发展草原生产力的制度基础。要坚定不
移地按照“承包到户”的原则加快推进和落实草原承包，
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健全草

原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大力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积极引导农牧民进
入市场，支持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三要强化法制支撑。依法治草是草原保护的基本要
求，是草原生态建设的根本保证。当前，要落实好生态环
境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大草
原执法监督力度，严格规范草原资源利用，严禁破坏草
原的违法行为。要不断完善法规，依据草原法尽快制定
和完善基本草原保护、草原调查统计、草原植被恢复、草
原征占用补偿等方面的配套法规。同时，加强普法宣传
教育，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的意识。

四要强化基础设施支撑。积极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
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加大国
家投入力度，实施大项目带动草原地区大发展战略。继
续实施退牧还草、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并不断
完善建设内容。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为真正落实草原承
包，有效实施禁牧、休牧、轮牧等措施奠定基础。加强草
原地区水利、交通、通讯、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改善草原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

五要强化科技支撑。努力增强草原科技创新能力和
成果转化能力，提升草原保护整体技术水平。积极探索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高
草原保护的科技含量。同时，要充分发挥农牧民在草原
保护中的主体作用，重视提高农牧民草原保护的科技素
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牧民。

六要强化产业支撑。建设生态型产业，发展产业型
生态。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草业发展，用市场化的理念
谋划草畜产品营销，加快实现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
社会化服务。通过重点培育和积极扶持，加快形成一批
草业优势区和产业带，努力提升草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积极探索市场化多元投入机制，鼓励社会
资本特别是大型龙头企业进入草业，实行市场化、企业
化和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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