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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大美草原新篇章

县、乡逐级成立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为

组长的政策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

责和任务，统筹安排补奖工作落实，省、

州、县、乡、村、牧户层层签订补奖政策

实施目标责任书，建立了组织领导、指

挥协调、推进实施、监督管理、目标考

核“五统一”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党政统

筹、部门配合、乡村联动的良好工作格

局。同时，省政府制定出台《四川省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绩效考核评价

暂行办法》，建立省考评、州考核验收、

县自查考核验收的绩效考评制度，按照

绩效考评办法，省州县认真开展补奖政

策落实情况绩效考核验收工作，严格奖

惩，对年度考核在良好等级以下的县，

各州领导小组对县级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和问责，限期进行整改，切实建立补奖

工作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将补奖政

策奖励资金分配与绩效考评结果挂钩，

如果考核结果达到良好以上，奖励资金

可由州、县统筹安排用于草管员和工作

经费补助，如果考核结果差，则不予安

排奖励资金，工作经费以及草管员补助

全部由州、县财政负担。

（二）强化投入保障，建立补奖资金

统筹整合机制。自 2011 年以来，中央财

政每年投入四川省草原生态补助奖励资

金 11 亿元，省财政每年安排补奖政策省

级配套项目资金 1.5 亿元，州县筹措配套

资金 7000 多万元，主要用于人工打贮草

基地、标准化草场、牲畜棚圈、牲畜改良

点、现代家庭牧场建设，加快畜牧业生

产方式转变，积极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

推动补奖政策深入有效实施，努力实现

“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目标。同

时，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为平

台，积极整合退牧还草工程、藏区“9+3”

免费职业教育计划、游牧民定居工程、

阿坝州扶贫开发和综合防治大骨节病、

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川西北防沙治

沙试点工程等项目，形成资金合力，促

进牧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牧区是全国第五大牧区，拥有

天然草原 2.45 亿亩，分布在长江、黄河

上游和源头，构成长江、黄河上游重要

的生态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战略

地位。自 2011 年启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政策以来，四川牧区实施草原

禁牧补助 7000 万亩、草畜平衡奖励 1.42

亿亩、牧草良种补贴 860 万亩、牧民生

产资料综合补贴 45.2 万户，政策惠及阿

坝、甘孜、凉山三州 48 个县、1160 个乡

镇、7825 个村，牧户 100 余万户、400 多

万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深入

有效实施，取得了“草原增绿、牧业增

效、牧民增收”的可喜成效。

（一）加强组织协调，建立行之有

效的工作激励约束机制。为确保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落实到位，省委省

政府将补奖政策实施纳入全省重点民

生工程，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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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资金监管，确保补奖资金

安全发放。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中央财

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四川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严格

执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分级分项核

算等规定，及时拨付资金，切实加强资

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坚持“规范

操作、严格考核、公示公告、兑现到户”

的原则，各县规范资金发放程序，推行

“一卡通（一折通）”兑付方式，制定资金

发放方案，组建财政、畜牧、纪检、监察、

公安、信用联社共同参与的资金兑付工

作组，联合开展牧户考核验收和资金兑

现发放工作，及时将补奖资金兑现发放

到户，确保资金发放对象、金额零误差。

（四）加强政策扶持，启动现代家

庭牧场示范建设。在草原承包基础上，

围绕培育牧民定居新村产业，有机结合

“人草畜”三要素，以牧民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科技为支撑、经济效益为目标，

力求在牧区建立起草原经营管理和畜

牧业发展新机制。2013 年起，四川省在

川西牧区率先启动实施了“现代家庭牧

场示范建设”，选择一批具有一定文化

素质、生产技术、饲养规模、经济实力

的畜牧业大户，相对集中开展以“三通

四有五个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家庭

牧场示范建设，省级财政实施“以奖代

补”，对开展建设并通过验收的家庭牧

场给予每户 5 万元的补助。通过现代家

庭牧场示范建设，实现了以草定畜、草

畜平衡、划区轮牧、定居放牧，进而促

进了规模化养殖、标准化生产、集约化

经营。

（五）加大督查指导，推动补奖工作

顺利开展。建立省巡查、州抽查、县普查

的监督检查制度，省级有关部门每年联

合派出省级督导工作组，走遍所有牧区

县，开展补奖政策实施督导检查，指导

协调政策落实，有力推动基层工作开展。

如甘孜州建立补奖政策实施督导员制

度，派出 20 多名专职督导员长驻县乡开

展督促检查和指导。阿坝州对补奖政策

实施开展效能监察，发挥了督一次、促

一下，推动工作一大步的作用。各地建

立补奖政策实施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箱，

公开举报电话 ；制作安装草原禁牧管护

区、草畜平衡区标识标牌，将管护区域、

面积、补奖内容、目标责任以及监督电

话公布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加强监理监测，保护补奖政

策实施成果。以加强草原执法监理监测

体系建设为重要手段，切实保护好补

奖政策实施效果。每年定期开展禁牧和

草畜平衡制度执行专项大检查工作，加

大两项制度落实情况的执法监督，依法

打击各种破坏草原、损害牧民合法利益

行为，对违反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

规定的行为予以坚决纠正和制止，实现

定期检查和日常巡查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2011 年，四川省开始探索在牧区设

立村级草管员公益岗位，将草管员补助

和政策实施工作经费列入州、县财政预

算，州、县财政负担比例为 4 ：6。牧区

各县根据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实施面

积，每村聘用 1—2 名草管员，从而形成

了省、州、县、乡、村五级草原管护联

动网络。截至目前，已建立了以 100 个

草原固定监测点为基础、草原监测在线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为平台的草原监测系

统，牧区重点草原村共聘用草管员 7400

名，草原监理监测队伍建设得到有效加

强，有力保障了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

平衡制度的有效落实。

（七）加强培训宣传，营造补奖工

作良好氛围。各级财政建立草原补奖政

策实施信息报送制度，认真执行进度双

月报和工作动态月报制度，确保补奖工

作下情上知、信息畅通。组织开展了政

策管理、制度管理、资金管理、草原监

理监测、实施方案编制、信息系统管理、

档案资料管理等一系列专题培训，培养

了一批懂政策、会管理、熟业务的管理

人员队伍。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

入户宣讲、科技下乡等有效形式，加大

政策宣讲力度，有效营造了补奖政策实

施的良好工作氛围和社会氛围，极大调

动了牧民群众参与政策实施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农牧民群众真正成为补奖政

策的知晓人、责任义务的明白人和政策

实施的主人。

通过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退牧还草、增草减畜等生态

项目，四川省牧区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步

伐明显加快，取得显著成效。一是草原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据监测统计，

2012 年，四川牧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83.1%，比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天然草

原鲜草总产量 804.5 亿公斤，比上年增

加 1.3 个百分点，牲畜超载率 24.2%，比

上年下降了 9 个百分点。二是草原保护

制度全面推行。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推

动了草原保护制度的落实，牧区 2.12 亿

亩可利用草原全部承包到户，禁牧和草

畜平衡草原全部划定为基本草原，禁牧

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执行，草原执

法监管体系得到加强。三是畜牧业生产

转型提质。以实施补奖政策为契机，积

极推动传统草原畜牧业向现代草原畜牧

业的转型升级。推行舍饲半舍饲，建成

标准化“两棚一圈”1.5 万户、120 多万平

方米 ；积极实施“增草肥畜”工程，开展

人工种草、免耕种草 671 万亩，建立户

营打贮草基地240万亩、8个州县级抗灾

保畜打贮草基地 16 万亩 ；建设牲畜改

良点 600 余个，引购优良种畜 2 万余头

只 ；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高，牧区牛羊肉总产量 30.2 万吨，同比

增加 7.6%。四是农牧民收入明显提高。

2012 年，牧区牧民人均纯收入 4579 元，

同比增加 655 元，减畜不减收的政策目

标基本实现。其中，草原补奖政策性人

均增收 230 元，草原补奖政策成为助推

农牧民增产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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