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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

单 位 名 称 泽库县草原工作站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泽库县草原工作站

宗旨和

业务范围

承担全县草原管护、改良等技术推广工作；承

担全县鼠虫害防治和监测工作；承担全县草原

资源调查、草原监理等工作。

住 所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小区路

法定代表人 斗尕杰布

开办资金 132（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0 0

网上名称 泽库县草原工作站 从业人数 10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已执行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一）规划引领，谋划项目储备。谋实重点项目。根据双重项目

安排，结合2023年面临的重要任务，认真研究谋划阿尼玛青山脉

水源涵养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等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制定实施方

案，明确年度任务，争取项目投资达3.1亿元。（二）健全制度，

理顺工作机制。推行林草长工作机制。在总结、借鉴兄弟县开展

林草长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泽库县全面推行草长制工

作实施方案》等6个办法制度，与林长并推并行，建立县、乡、

村、社五级草长责任体系，落实草长693名，创新县、乡、村、

社五级草长+生态管护员+牧户的“六级联护”模式，全面夯实草

原保护修复责任体系和管护机制。 （三）加强建设，推进草原

治理。把草原生态治理修复纳入国土绿化国家战略，坚持重点突

破与整体推进、自然修复与工程措施、专业队伍与群众参与三结

合，实施重点区域重大生态工程和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四）



打牢基础，强化调查监测。全面完成有害生物普查。2022年共完

成草原有害生物普查样地112个，其中鼠害样地53个，虫害样地

18个，毒杂草样地25个，无毒害点16个，全面完成省级下达任务，

完成率100%。 （五）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支撑。联合青海省草

原总站等单位完成了《青海高寒牧区草原虫害绿色防控标准化技

术集成与应用》项目，首次建立了高寒牧区绿色防控草原虫害标

准化示范区，形成了一套适用于青海高寒地区的草原虫害绿色防

控标准化体系并进行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构建了青海高寒牧区草

原虫害标准防控体系框架。 （六）从严管理，强化资源监管。

一是强化林草长落实。切实压实林草长对资源监管的主题责任，

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资源监管体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压

实乡镇和部门责任。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强化草 原补奖落实，

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实行严格奖惩制度，全力抓好禁牧和草畜平

衡制度落实，确保草原载畜量实现动态平衡。 （七）抢抓机遇，

构建自然保护体系。紧紧围绕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机遇，深

入实施国家公园示范省“三步走”战略，突出抓好三江源麦秀国

家森林公园、泽曲国家湿地公园、和日国家沙漠公园保护建设，

扎实推进措日更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任务，实施自然资源地保

护与生态修复、生态旅游基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等建设工

程，加快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努力

打造国家公园示范县建设，着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地体系，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 （八）预防为主，提高草原防

灾能力。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准确评估森草原原灾害安全风险，

深入推进“五查五促”工作要求，组织开展防火队伍集中培训和

千人防灭火演练，提高应急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加强动态监测，



掌握动态变化，一旦发生灾情能够做到及时有效处置和应对。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有效期 自 2022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7 年 04
月 01 日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被中国草学会授予“草业科学技术奖”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 东知措 联系电话：13369730008 报送日期：2023 年 0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