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
在全国乃至全球生态安全格局中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始终心怀“国之
大者”，青海广大干部群众把学思践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生态文明建
设各领域全过程，持续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

而今纵览江源大地，人们对于生态
的感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良好的生态
环境，也不单单只是绿意盎然的山川河
谷，还有对国家公园认识的升华，对绿
色可持续发展的崇尚。彰显生态价值、
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当生态
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实现辩证统
一，“静躺”的资源禀赋发挥出“能动”的
经济价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不
断印证和深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从生态领域到工业、农业、旅游产
业等多个领域，保护生态不仅仅是一
种行动，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
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依托，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相通相连、互利
共赢，资源优势成为后发优势，产业在
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增益，老百姓在生
态保护成果中享受红利，生态不仅于
生态，更高于生态。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高
质量建设产业“四地”既符合当下实际，
又迎合未来潮流。对于以生态为重的
青海，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
展，加快发展不是大干快上，应把生态
保护优先理念贯穿发展始终，在保护的
前提下找寻以绿色为主旋律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成为发展的最优选择和最佳路径。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是青海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推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实现生态友好、绿色发展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我们更应以想干、敢
干、会干的担当和作为，接好接力棒、跑
出好成绩、交上好答卷，在实干中抒发
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的情怀，让绿水
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本报记者 宋明慧

让绿水青山
永远成为优势和骄傲

本报记者 宋明慧

于青海，生态是立省之本、
发展之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
的方方面面，要切实把三江源
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
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
塔”的重大使命。

全省上下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涵
盖生态、生产、生活维度空间，辐
射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经济发
展等各领域，一幅生态文明秀美
长卷在青藏高原正徐徐铺开。

青海：铺展生态文明秀美长卷

本报记者 赵俊杰

眼前这条河叫黑河，平缓地流淌

在脚下，一眼望不到流向何处。河对

岸连绵的山脉是祁连山，高处的山尖

有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祁连，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十年后再上祁连山，没有翻越达

坂山，而是乘车到海北藏族自治州西

海镇，路过金银滩草原、默勒煤场，翻

越大冬树山垭口，抵达祁连山腹地的

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

“大冬树山垭口海拔 4120 米”，翻

越大冬树山，一路下坡，快到半山腰时，

看到山坡上笔直的树木黑压压一片，眼

前的景象打破了我对草原的认知。

前往祁连山之前，曾去了一趟黄

河源。在黄河源头目光所及是无际的

草原，那时以为草原深处还是草原，而

抵达大冬树山下的冰沟时，对草原、对

祁连山又有了新的认识。

由于职业的缘故，十多年来到访

过青海的每个州市。如果别人问青海

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

说出“祁连”。在祁连不仅能观赏到美

丽的草原、雪山、冰川、森林，还有许多

野生动物穿行其间，有如此生态系统

景观的地方，青海并不多。

茂密的森林，为广袤的祁连山带

来生命的力量。在祁连山一带广为分

布的树种里，青海云杉和祁连圆柏数

量居多量居多，，青海云杉喜欢生活在阴坡青海云杉喜欢生活在阴坡，，祁祁

连圆柏喜欢生活在阳坡连圆柏喜欢生活在阳坡。。它们一个耐它们一个耐

寒寒、、一个耐旱一个耐旱，，成为祁连山一道亮丽的成为祁连山一道亮丽的

风景风景。。

在祁连青阳沟山谷分布有不少低

矮的灌木。它们中当属金露梅、银露

梅名气最大。金露梅与银露梅性状相

似，唯有花色不同。花开的季节，或许

是花色的缘故，金露梅显得格外耀眼，

而银露梅则显得很低调。

短暂的两天结束了，为此行留下

诸多遗憾。但这也是下次更加向往的

理由。

后来去祁连是寒冬，路过景阳岭

时大雪纷飞，车被挡在半路上。雪花

飘舞，连绵的祁连山脉与大地融为一

体，红色的卓尔山，千沟万壑的山体，

肤如凝脂，白里透红，分外娇美。

两天后，路上的雪少了，一路直奔

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抵达祁连山国

家公园沙龙滩管护站时，地面上铺了薄

薄一层雪。此时，想到五十年或百年以

后的八一冰川消失的事，决定不去八一

冰川了，将这份心愿永远藏在心底。

驻足沙龙滩管护站时，管护员井

福清默默地守在窗前，透过窗户能看

到通往八一冰川的柏油路。他双眼盯

着外面的动向，要是有陌生车进来，赶

忙出去阻拦劝导。

屋内的木桌上，一株三角梅结出

粉红色的小花，脆嫩的枝头上零星地

吊着几片树叶。井福清感叹，沙龙滩

天气冷、海拔高，这株三角梅能坚持到

冬天确实不易。

沙龙滩管护站驻地海拔 3700 米，

一年当中不下雪的日子只有短短两个

月。距离祁连县城远，行车不方便，轮

班的管护员经常把 10 天的蔬菜、米面

油带到管护站。

气温下降气温下降，，窗户四角逐渐罩上白窗户四角逐渐罩上白

雾雾。。井福清说井福清说，，再过两天轮班的同事再过两天轮班的同事

要替换他要替换他，，他又能和孙女见面了他又能和孙女见面了。。其其

实在他心中实在他心中，，坚守的意义更加深远坚守的意义更加深远。。

望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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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是自然禀赋，也是经济财富，立足“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生态保

护贯穿发展始末。今天的青海，正在加快建设世界

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

现代化新青海铺展活力“绿脉”。

从河湟谷地到柴达木盆地，立足生态优势，

三大产业不断拓展绿色潜能，生态赋能推

动绿色发展处处寻得见，产业结构调整、

优势产业布局、生态产业崛起等，无不

彰显着青海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后劲。

清洁能源产业是生态产业，也是

优势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推动光伏产业发展，规模不断

扩大，产业链条持续完善。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塔拉滩

上，蔚为壮观的光伏“蓝海”成为一道亮

丽风景，一架架光伏电板鳞次栉比，把大

自然的无限光能转化为源源绿电，不仅为企

业效益和地方发展助力，更为青海打造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赋能，青海登榜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光伏

发电园区和世界最大装机容量的水光互补发电站。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起上下产业链条

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优势

和条件，大数据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同样是海南州，这

里不仅是我省清洁能源“主产地”之一，坚固的产业基

础，充沛的绿电资源，正在催生大数据产业不断壮大，

在产业耦合中释放着效益最大值，全国首个以100%清

洁能源运营的数据中心在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上线，

清洁能源与大数据在差异化优势中互济互补。

跨度到生态旅游产业，青海正在加快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从旅游产业发展看青海山水资

源价值，“两山”理念被生动诠释，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路径不断拓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

区正在创建。

而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和乡麻吉村，油

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凭借山水和草木资源，成为青海

的旅游网红“打卡地”。麻吉村的任臣友“背靠”油嘴

湾景区，利用自家的小院谋起了营生，把农家乐经营

得有声有色，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态产

业的发展也在带动乡村振兴的前进步伐。依托生态

旅游增收致富，既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也是生态红

利的受益者，生态保护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

只有干，才能把青海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真正让机遇变成红利、变成资源、变成生产力。

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

生态友好、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新青海阔步而至。

生态生金：
打造“绿色提款机”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

极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把脉定向、擘画蓝

图，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倾注主要精力履行守护生态安全重任，确保了“国

之大者”政治责任落实落地。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注重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全要素全链条，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

程，在规划协同、资金协同、项目协同上突出系统

性，实现了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效的不断拓

展。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碧波荡漾的青海湖

愈加美丽，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清水源源不断输送

至下游地区。无论身处何地，生态环境明显变化、

持续向好，天蓝地绿水清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阻止西部

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在我省生态安全格局

中占据中重要位置。全面推进青海湖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现如今，青海湖流

域生态功能不断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高原独有

的“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趋于平衡。

在青海防沙治沙史上，沙珠玉、克土沙区等成为

不凡注脚。青海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持续加强

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重点沙区实现“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荒漠化和土地沙化呈现“双下降”良好态

势，敢把荒漠变绿洲，绿意在青海大地上不断延伸。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每年春

天，国土绿化行动如约而至，广袤的青

海大地上迅速掀起植绿爱绿护绿

的热潮，这也是青海提高政治

自觉，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的政治责任，全民参与、大

规模国土绿化，新绿面积

扩大的同时，也印证着生

态保护理念已深入人心。

青海省林长制改革全

面落地，建立了省、市、县、

乡 、村 五 级 林 长 制 组 织 体

系，形成了长效机制。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

而为，今天的青海正在举全省之力、

谋全省之智，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在

时间的广度中以实干推动一项项工作高标准落实，

建设美丽中国的青海步伐更加铿锵有力。

生态治理：
厚植绿色底蕴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立足保护

和发展实际，寻找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平衡点，

积极引导当地农牧民群众加入到国家公园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被生动诠释。

当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处在高质量建设的关

键阶段，随着国家公园面积扩大至 19.07 万

平方公里，生态管护员岗位也随之

实现了增加。从过去 1.72 万名

到目前超过 2 万名，当曾经的

牧民群众成为国家公园内

重要的基层管护力量时，

一 名 生 态 管 护 员 连 带 起

一个家庭甚至多个家庭

一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

创新探索的“一户一岗”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发挥着

“1+1＞2”的效果。

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探

索的澜沧江源园区昂赛雪豹观

察自然体验等特许经营项目，让当

地牧民群众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云塔

就是其中之一，收入结构、生态理念、生活方式都有

了明显的变化，牧民群众真正端上了“生态碗”，吃

上了“生态饭”。

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

目前全省共设置草原、森林、湿地生态保护公益岗

位超过 14 万个，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导

当地群众参与共建，完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政策，

普及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推进各类保护区内群

众转产转业，共享生态红利。

再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在全国首创“村两

委+”社区共建共享模式，自然教育成为品牌

项目。生态补偿标准和体系初步确立，补

偿机制基本建立，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

提高，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生态文

明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增强深

化，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示范引领

作用日益凸显。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两山”理念不断深化，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拓展。而今再反

观，生态管护员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收

入，广大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并从中收益，特

色经济林、生态旅游、种草繁育、中藏药材、林下

种养等特色产业不断释放红利，生态保护既促进了

发展，又推动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环境美好、群众

增收、区域发展共生共赢。

生态利民：
共享生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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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 赵新录 摄

梦幻青海湖梦幻青海湖。。 李凌李凌 摄摄

①草原狼。 杨玲 摄
②藏野驴。 瓦须耿尼 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