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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创造性推动“三北”工程提质增效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青海省以习近平总书记

“6•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准确把握国家关于打好“三北”

工程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立足实际，创新性开展工作，促进青海

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助力打好打赢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四个一”任务清单，赋能添智。为以新质生产力促进

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提质增效，青海省林草局积

极联系中国林科院制定支持青海林草科技工作“四个一”任务清

单，着力拓宽科技支撑路径，集中科研优势，全力打造区域特色

鲜明、产学研紧密结合、支撑引领作用显著的科技示范阵地，为

切实推进青海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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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添智。

落实一个工作机制。与中国林科院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以

项目和课题为纽带，建立国家、省、市（州）、县（区、行委）

“四级”专家联动机制。围绕青海省“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重点任务，针对全省“三北”工程区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和建设科技需求，组织专家开展发展规划、决策咨询、成

效监测、成果推广转化运用、技术培训等工作。

明确一个目标任务。抓好创建“青海省打造‘三北’工程攻

坚战科技高地”目标任务，在“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共

和盆地沙地歼灭攻坚区”2 个核心攻坚区，“青海湖流域沙地综

合治理区”1 个协同推进区中，统筹推进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生态保护修复，着力解决好沙患、水患、农田防护林、草原超

载过牧、河湖湿地保护、沙区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等 7 大瓶颈制

约问题，力争 3 年时间破解重点区域沙患问题。

创建一个示范模式。按照“2+1+12+N”防沙治沙总体布局，

围绕“12 个阻击点”开展防沙治沙新技术应用、草光互补、退

化农田防护林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等“N”个示范模式创建，分

类确定各级专家组负责的示范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机制，打造

具有青海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

建好一个科技示范基地。抓好青海共和定位监测站、青海沙

珠玉防沙治沙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防沙治沙科技示范基地建设。

针对高海拔沙地综合治理、高寒干旱山地等困难立地植被恢复、

优良树草种引种驯化繁育等联合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应用技术研

究等科研工作，联合申报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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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林草局将围绕“四个一”任务清单，依托中国林科院

人才、技术、资源优势，精准发力，通过建设项目引领、科技支

撑示范、技术培训指导等方式，促进形成信息共享、资源互补、

人才交流协作的良性工作互动机制，构建一批高寒干旱区可复制、

可推广、可借鉴的科技示范样板，科学推动青海省荒漠化综合防

治和“三北”工程高质量建设。

——上下联动，“一盘棋”统筹推进。为扎实推动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落地见效，青海省在创新工作机制上出新招、

求实效，上下联动，同向发力，统筹推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

击战。

青海省政府建立由省长担任总召集人，林草局等 26 个厅局

为成员单位的全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合力高效推动工作。

青海省林草局成立了由局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专班机构，

下设办公室、监督组、宣传组、专家组以及三大区域防沙治沙攻

坚行动指挥小组，抽调 6 名精干力量专门负责“三北”工程建设

统筹协调工作。同时，还建立了“双包五联”省级包片蹲点督导

工作机制，即 8 个局班子成员包州（市），54 名处级干部包县

（区），形成省、州(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实

行“一线开会、一线推动、一线督导、一线示范”的“四线工作

法，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任务落实，确保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三北”工程区各市州、县（市）林草局相应也建立了包片

蹲点督导工作机制，其中海南州林草局实行“领导包县、科室联



—4—

县、高级工程师驻县”的工作机制，以“不干预、多支持、重服

务、强指导”为工作原则，点对点传输责任，手拉手指导工作，

面对面解决问题，帮助县局林草部门认真梳理重点工作、主要环

节、难点问题，建立清单、把准方向、集中攻关，真正实现林草

工作“一盘棋”。

发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司局、直属单位。

三北地区各省（区、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林业和草原局。（本期印 4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