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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心念念的大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南昌市主持召开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长江流域最上游和最下游的省份，江苏、青海牢记深切关怀、殷切期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苏青两省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化东西部协作等方面主动作为，奋力走在前列。

10月30日起，新华日报、青海日报携手开展“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青联合采访，从三江源头到扬子江畔，横跨2000多公里山与海，聚焦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感受新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在新媒体平台陆续推出新闻产品的基础上，即日起在报纸推出“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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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青藏高原腹地，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

地。这里是“中华水塔”，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屹立于

地球“第三极”的重要生态屏障。

青海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1 月 5 日，记者来到三江

源国家公园，探访中华文明母亲河发源地生态环境的沧桑

变化。

【现场探访】

沿西丽高速向西南穿过姜路岭隧道，就到了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县。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三江源国家

公园黄河源园区就在这个青海海拔最高的县。

来到黄河源园区，到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和雪

山，星罗棋布的湖泊如翡翠般点缀其间。冬日暖阳下，草

地上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原羚悠闲地吃着草、晒着太阳；

大大小小的湖泊里，斑头雁、赤麻鸭、黑颈鹤或在水面上嬉

戏，或相继腾空而起，挥动翅膀搅碎蓝天白云与雪山碧水

间的静谧。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生物种群从上世纪末的 79 种增加到现在的 106 种。”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管理局副局长马贵告诉记者，三江源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

富，拿雪豹来说，以前极少见到踪迹，这几年冬格措纳湖边

安放的红外相机监测到的雪豹个体就有 30 多只。生物种

群多了，是因为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草多了、水多了，这里

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积极变化。

1999 年就来到玛多工作，马贵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变迁

心中有一本账：上世纪末，因为过度放牧、采矿、鼠害等原

因，这里生态曾一度恶化，草场退化、湖泊减少，黄河数度

断流。“2003 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玛多全县启

动退牧还草工作，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

全面开展，2008 年实施以草定畜工程，2012 年设置草原管

护员，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揭牌……

2003 年 草 原 覆 盖 度 只 有 50%，去 年 底 草 原 覆 盖 度 达 到

57.8%，今年肯定会再提高不少。‘千湖之县’玛多湖泊不断

干涸的趋势逆转，湖泊数由 4077个增加到 5849个。”

“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

站站长韩常鹏说，保护站正式编制的员工只有 4个，为守护

好 1.91 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源园区，当地组建了 3 个乡级管

护站、19 个村级管护队和 123 个管护分队，共有 3142 名生

态管护员。

黄河乡热曲村党支部书记巴达告诉记者，生态管护员

“一户一岗”，他们村子共有 129 位生态管护员，每个月要巡

查 24天。

黄河乡白玛纳村的土丹曲智，去年起接替去世的父

亲，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除了放牛，骑着摩托车巡护

保护区，是他的日常。在他的印象中，最后一次发现偷捕

偷猎还是在 2018 年，现在巡护工作主要是捡拾垃圾、救护

受伤野生动物，还有就是记“生态日记”，第一只黑颈鹤什

么时候飞回来的、湖面哪天结冰的，都会记录在案。在岗

纳格玛措巡查时，土丹曲智告诉记者，他去过北京、上海、

成都等大城市打工，跟这些地方比，家乡最冷也最漂亮，

“看到那么美的家乡，就哪儿都不想去了”。

土丹曲智家养了 12 头牦牛，他说，每家养牛羊有最高

限额，限额是根据草场大小和产草多少来测算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玛多有牲畜 80 万头（只），人均近 90 头（只），纯

畜牧业人均收入全国第一，曾三年蝉联全国“首富县”。载

畜量过高导致草场退化，为涵养生态，玛多严格控制草场

载畜量，牲畜总量逐年压减，目前约为 13万头（只），人均牲

畜拥有量下降到 10 头（只）。生态管护员每年可以领到约

2.1万元的工资，这让少养牛羊的牧民得到了补偿。

牧民养得牲畜减下去的同时，野生动物快速增加。

从黄河乡政府去岗纳格玛措，汽车开出去约半个小

时，路边草地上出现一头藏野驴的尸骸。几十米外的草地

上，几只高山秃鹫正围着藏野驴的尸骸大快朵颐。“夜里才

发生的事。”韩常鹏说，狼和雪豹捕猎藏野驴等动物每天都

在发生。

“偷猎偷捕基本被禁绝了，虽有狼和雪豹的捕猎，藏野

驴数量还是增加很快，观察到的最大藏野驴种群有 520
头。”韩常鹏说，全县的藏野驴有 2万头。一头藏野驴的“饭

量”相当于 5 只羊，2 万头藏野驴要吃掉 10 万只羊的草场。

藏野驴、藏原羚每天成群进入牧民的牧场吃草，野生动物

与家畜争食、争草场的问题开始凸显。

野生动物太少了不行，太多了也不好。三江源地区的

牧民和生态管护人员对旱獭、鼠兔等在草地上肆意挖洞的

野生动物又爱又恨。鼠兔是沙狐、赤狐、大鵟等很多动物

的重要食物来源，但太多了会毁掉草场，形成“鼠害”。韩

常鹏说，大家习惯叫“灭鼠”，我们把这项工作叫鼠兔防控，

不是要灭绝，而是控制其种群数量，防止危害生态平衡。

“虽然现在生态好了不少，但生态要根本好转，恐怕还

得好多年，这个任务我这辈子未必能完成。”对于未来，韩

常鹏语气里没有轻松，更多是功成必定有我的坚定。

【新闻纵横】

如果说盛夏的三江源是一片绿蓝相间的油画，那么冬

日里的三江源，绝对称得上是白灰相间的素描。凛冬已

至，高山草场积雪覆盖，野生动物迁徙至公路沿线觅食。

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采访时，草原上随

处可见野生动物的身影，藏野驴成群结队，斑头雁展翅翱

翔，藏原羚悠然自得……更难得一见的是草原以公路为分

界，一侧是牧民的牦牛、藏羊，另一侧是野生动物，它们之

间好像存在某种默契，各自觅食，互不干扰。

这份和谐、浪漫，属于三江源，属于青海。

青海生态地位突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被誉为“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

作，心心念念青海生态环境，2016 年、2021 年两次亲临青海

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大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把青藏高原打造成

为生态文明高地的更高要求。

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一批战略性举措，推进一批关

键性改革，实施一批支撑性工程，开展一批系统性治理，取

得一批标志性成果。

国家公园建设走在前列。国家公园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青海高

质量完成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有效破解“九

龙治水”难题，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国

家公园建设提供了青海方案。

今年 8月份，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

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在西宁

市举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

体规划（2023—2030年）》。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全面推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

重点生态区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启动。

湿地面积稳居全国首位，每年地表水出境量超 600 亿

立方米，三江源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上，青海湖水

体 面 积 较 10 年 前 增 加 220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7.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7.8%，青海湖裸鲤蕴藏量从

保护初期的 2600 吨恢复到 11.4 万吨，藏羚羊由最少时的不

足 2万只恢复到 7万多只。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 比 例 达 96%以 上 ，35 个 国 家 考 核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比 例

100%，长江、黄河干流、澜沧江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以上、

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Ⅲ类。

进入新时代，青海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更加凸显，“国

之大者”的生态责任更加重大，青海坚决承担好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使命，坚决承担好推动青藏高原高质

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坚决承担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化的时代使命，呈现出一幅山清水秀、万物峥嵘的壮美

画卷。

【记者观察】

去黄河源之前，就听闻那里养活一棵树要比养活一个
人难。从海南藏族自治州出发往黄河源方向走，一路上记
者没看到一棵树。不过，也并非只有高寒和荒芜，那里有
一望无际的草原，蕴藏着金矿等珍贵资源。青海民歌《沙
娃泪》里“尕呀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哎哟”的歌词，
唱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玛多开采金矿的事。

靠着得天独厚资源优势，曾经一度让玛多摘下全国
“首富县”的桂冠，而随后从“首富县”到“贫困县”的跌落，
也让当地饱尝了过度开发、放牧的伤痛。痛定思痛，封了

“金山”，留住“青山”，黄河源园区内坚决压减载畜量，停办
沙金开采、盐业生产、湟鱼捕捞等项目。最严格的生态保
护政策、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终于换来生态环境和民生幸福的
显著改善。

数千里外的江苏，也演绎着类似的故事。为践行“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江苏“刮骨疗毒”，关停数千家沿
江化工企业，破解“重化围江”，严格实施“十年禁渔”，腾退
生产岸线，以壮士断腕的决绝，换来长江江苏段生物物种
资源密度显著回升，迎来长江下游两岸“沧桑巨变”。

青海和江苏资源禀赋不同、要解决的问题有差异，但
都面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任务，都有高水平生态环境
保护的使命担当。践行新发展理念，不做生态环境的破坏
者、掠夺者，做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守护者，全面统筹生态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成为从
三江源到“江之尾”的共同信念和生动实践。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打造地球“第三极”生态文明高地——

三江源头三江源头，，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斑头雁和赤麻鸭

三江源奔驰的藏野驴三江源奔驰的藏野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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