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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宦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十

一月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景色别有一

番韵味。

玉树市，这个从废墟中重生的高原新城，

是长江和澜沧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生

物多样性维护区，是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的

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近年来，

玉树市扎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全方位系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绿水青

山出“颜值”、金山银山有“价值”。

如今，玉树市继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平安中

国”示范县后，又斩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这一“国字号”荣誉。

这份荣誉，让玉树市的发展“含绿量”更

高、“含金量”更足，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厚

重。

“土山”变“青山”
厚植生态家底

深秋时节，来到玉树市东南部的巴塘河

国家湿地公园，蓝天、白云、雪山在这里交相

辉映。“以前这是一片荒滩，现在有树有花，成

了我们锻炼健身的好去处。”市民才仁说。

从玉树高原千亩林木良种繁育实验基地

到 214 国道百里绿色长廊，从南北山造林绿化

到巴塘湿地公园建成，从城市高标准造林到

庭院绿化……今天，绿色已成为玉树市的主

色调。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玉树人矢志不渝

造林绿化。一座山、一条沟；数座山、数条

沟……一个又一个“土山”变成了“青山”。如

今，玉树市完成造林绿化、抚育、低效林改造

等 0.8 万公顷，栽植树木达 125.8 万株，全市草

原综合植被覆盖率达 67.74%，绿化覆盖率达

23.06%。

虽然已是深秋，但行走在玉树市，依旧随

处可见整齐划一的“金”色长廊，秋意盎然的

广场庭院。一道道“金”色风景线构筑起玉树

市的生态脊梁，改善着这里的生态和人居环

境。

细数近年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玉树

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扎西旺加说：

“玉树市紧紧抓住三江源中心城市定位，持续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市蓝绿空间占比不断

提升，生态屏障日益巩固，生态安全及生态民

生得到双提升。”

饭后，沿着巴塘河畔和扎曲河畔散步已

成为许多玉树市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对水质

要求极高的欧亚水獭也频繁“现身”巴塘河、

扎曲河，不再成为新闻。究其原因，是巴塘河

与扎曲河的水质逐年变好，鱼类资源日渐丰

富，水生生态系统恢复健康。同时，当地群众

生态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营造出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

绿水青山是基础，玉树市紧紧抓住这一

根本，坚持增绿、治绿两手抓，厚植生态底色，

筑牢生态屏障。建立健全三级（河湖）林草长

制体系，全面完成市域内所有河湖、林草全覆

盖。充分发挥各级（河湖）林草长及生态管护

员作用，确保一草一木、一河一湖都有专人管

理，专人负责。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系，

推进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截至目前，共受理

环境资源领域刑事附带民事犯罪案件 23 件。

严格落实生态补偿制度，严格实施退牧还草、

生态移民搬迁等系列工程。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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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明慧 王 臻

又是一年“进博时”，“四叶草”再

度绚丽绽放。

今天，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如约而至，青

海欣然奔赴，与新老朋友相会，探寻新

机遇、共话新商机。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

家级博览会，进博会已成为中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推动高

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

品，在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和开

放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效。

从青海到上海，在这个全球化舞

台上，我们一次次感知中国经济发展

的强劲脉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

设产业“四地”，青海积极融入和服务

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积

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高水平开

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合作共赢的“朋友圈”持续扩

大，开放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拓展，高质

量发展的效能显著提升，现代化新青

海的奋进图景正徐徐铺展。

扩大互利共赢“朋友圈”

连续五年，进博会越办越好。从新

朋友成为老朋友，从“头回客”变成“回

头客”，时序更替，不变的是青海与进博

的如期之约。今年，我省成立由相关副

省长任团长，17个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

的青海省交易团。结合省情实际，设立

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2个地

方交易分团，商贸流通、卫生健康、工业

及工商联4个行业部门交易分团。

为切实做好第六届进博会青海采

购商的邀请、组织和服务工作，今年 6
月 15 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青海招商路演活动在西宁举办，这是

持续扩大进博会在青海的影响力和覆

盖面的务实之举。扎实开展精准招

商，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全省

共有 356 家单位、701 人报名参加第六

届 进 博 会 ，较 上 届 增 长 11.3% 和

17.1%，报名单位和人数均创历届新

高。 （下转第三版）

——写在青海省交易团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之际

从青海走来从青海走来 赴进博之约赴进博之约

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
——论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
山的美丽“颜值”，蕴藏着金山银山的
丰富价值。

生态环境保护，事关高品质生活，
更事关高质量发展。用“含绿量”提升

“含金量”，探索更多绿色产业发展的
路径，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必
然选择。

秋冬交替之季，站在玉树藏族自
治州玉树市当代山观景台俯瞰这座美
丽的新城，街道上、公园里，到处摇曳
着或黄或绿的秋叶，给这座城市增添
了别样的风韵。

近年来，玉树市立足“三个最大”
省情定位，打生态牌、走生态路、吃生
态饭，多途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生态

效益不断释放。同时，依托生态优势，
不断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大力推进
生态畜牧业发展，确保“两山”转化更
有底色；着力培育实践模式典范，确保

“两山”转化更有底子；建立健全长效
体制机制，确保“两山”转化更有底气。

“含绿量”越高，“含金量”就越
足。如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绿
色新城正伫立于三江源头，不断积蓄
着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与新动能。

本报记者 程宦宁

““含绿量含绿量””越高越高，，““含金量含金量””越足越足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11 月 2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发布新一批国家重要

湿地名录的通知》，并公布 29 处国家重

要湿地名录，青海省曲麻莱德曲源国家

重要湿地、泽库泽曲国家重要湿地和乌

兰都兰湖国家重要湿地 3 处湿地位列

其中，这是青海首批入选国家重要湿地

名录的湿地，3 处湿地保护方式均为国

家湿地公园。

曲麻莱县德曲源国家重要湿地，位

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境内，湿地

面积为 11539.71 公顷，共 493 个湿地图

斑，主要保护对象为以沼泽为主的高原

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泽库县泽曲国家重要湿地，位于黄

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湿地面积为

16914.54 公顷，共 647 个湿地图斑，主要

保护对象为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濒危

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繁殖地。

乌兰县都兰湖国家重要湿地，位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境内，湿

地面积为 6682.87 公顷，共 20 个湿地图

斑，主要保护对象为黑颈鹤、大天鹅、蓑

羽鹤等珍稀濒危动物及内陆湖泊生态

系统。

国家重要湿地是指湿地生态功能和

效益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符合《国家重要

湿地确定指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管

理的湿地。认定和发布国家重要湿地，

是落实湿地分级管理，开展湿地保护、修

复、管理的一项基础工作。纳入国家（国

际）重要湿地，将优先获得国家湿地保护

项目资金支持。截至目前，青海有 4 处

国际重要湿地，3处国家重要湿地。

下一步，青海将全力推进三江源、

青海湖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建设，积极谋

划申报新一批国际、国家重要湿地，新

认定一批省级重要湿地，严格湿地资源

管理，全面推进湿地休养生息，高质量

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

青海青海33处湿地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处湿地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一座绿色打底的高原小城。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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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对外开放 实现互利共赢实现互利共赢
——写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本报讯（记者 莫昌伟） 针对我省

个别企业出现的废水污染问题，11 月 4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督导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

“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

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以坚决的态度全力推动问题整改。

陈刚、吴晓军来到大柴旦和信科技

有限公司、大柴旦乐青科技化学有限公

司、德令哈工业园区及中盐青海碱业有

限公司，实地察看企业晾晒池、蒸氨废

液排放场、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听

取相关企业、部门介绍，详细询问晾晒

池剩余盐泥处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分

析、水资源循环利用、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工作等情况。陈刚、吴晓军指

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海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以“来不得半点闪失”的重

大要求嘱托青海保护好生态环境。我

们必须站位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深刻认

识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生态环境

敏感而脆弱，环境承载能力十分有限，

不断增强生态安全忧患意识，始终树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扛起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责任。

陈刚、吴晓军强调，企业废水污染问

题再次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短板不足，

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再警醒、再教育。要

结合正在开展的第二批主题教育，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两

个维护”的高度看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坚决守住生态底线。要深刻检视反

思工作差距，较真碰硬狠抓整改，对已经

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存在的共性、个性和隐性问题，彻底解

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要

主动扛起责任，上下贯通、齐心协力，想

方设法、从严从实推动问题有效解决，依

法依规查处污染环境违法犯罪，对履职

不到位、整改不到位、监管不到位的，严

肃追责问责。要持续巩固污染防治攻坚

成效，立足长远健全制度机制，科学谋划

系统治理措施，下大决心、下大功夫彻底

解决污染顽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支撑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朱向峰、刘涛参加。

陈刚吴晓军在海西州督导企业废水污染整改工作时强调

以坚决的态度以坚决的态度
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全力推动问题整改

新华社北京 11月 4日电 11 月 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强烈

地震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卡尔纳利省

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

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伤

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强调，我相信，在鲍德尔总

统和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地震灾区民众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困难、重建家园。中

方愿向尼方提供必要救灾援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

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李强向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习近平就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
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这是第六届进博会场馆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2023年10月24日
摄）。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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