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切实承
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
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今天的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站位全局、知责尽责，“中华水塔”更

加坚固丰沛，国家公园建设走在前列，生态
安全屏障持续筑牢，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展现新作为、铺展新图景。

本报记者 宋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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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煜鹏 魏慧敏

“有蓝天，有草原，还有清清河流……”这是

人们心之所向的大美青海。

天空之蓝、山野之绿、河湖之清，是青海以绿

色作答，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生动写照。

从三江源头到大湖之畔，从农区人家到草原

牧乡，青海聚力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共创美

好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青海

考察调研、两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青海代表团审

议，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现代化新青海

建设指明方向路径、擘画奋进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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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生态安全屏障、绿色发

展、国家公园示范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

文明制度创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高地”。

今天的青海，正应势而谋、顺势而为，深入探

寻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生

态，是青海的最优禀赋，也是发展的坚实基础，更

是今年参加全省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词，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新成就，绿色发展、生

态友好现代化新青海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

徐徐展开。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有有““颜颜””更有更有““值值””

我从事生态管护员工作 11 年了，作为一名
生态管护员，我们时刻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我们将定时定点进行垃圾收集和运输，
每月开展环境大扫除，定期维护、更新村里的生
态环保警示牌、宣传栏，并持续向身边的牧民群
众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增强他们的生态保护意
识，让家乡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扎河乡生态管
护员 布久尕玛旦增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一直致力于
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与农业共同进步、生态
与旅游并肩前行、生态与宜居相互融合。对重点
打造的旅游村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配套，也
完善了乡村功能，改善了农村人的居住环境，逐
步形成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治理高效、人居和
谐的秀美乡村。

——海西州都兰县财政局 任生伟

我是在青海生活了十几年的外地人，对青海
全省两会各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抱着极大期望
和憧憬。

青海地处三江源头，拥有极其丰富的旅游资
源，我希望全省两会能够积极谋划、发挥地区优
势，在发展生态旅游方面下功夫，加大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外地人知道青海、了解青海，到青海来
旅游、爱上青海，让生态旅游成为青海的名片，把
青海建设成宜居宜游宜业的幸福地。

——西宁市城西区市民 黄帆
（本报记者 肖毅 整理）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让更多人爱上青海让更多人爱上青海

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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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拍照留念。

听取报告。 踊跃发言。 本报记者 王湘琳 祁国彪 张地委 摄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立足“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全省上下坚持

“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三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在Ⅱ类及

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达到 100%，

年均出境清洁水量在 600 亿立方米以上。当源源不断的

源头活水滋润华夏大地，见证着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率先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

地，青海儿女矢志不渝，以守护人的担当，确保“中华水塔”

坚固丰沛。

省政协委员、青海极地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院长张永

今年的提案，聚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和修复。他认为，要着眼青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生态安全

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始终

把生态保护与修复放在首位。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通过

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青海构建了“两屏三区”生态安

全格局，出境水量呈增加趋势，枯水期径流占全年径流的

比例增加。

张永说，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的变化，将通过河道传输

转移到下游，凸显了青海作为“中华水塔”的重要性，也体

现了青海的“源头责任”。研究表明，受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青藏高原正从“高冷”变“暖湿”，年降水量总体呈上升

趋势，气候突发事件也随之增多，气候变化对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长期致力于相关领域研究，张永表示，应加强基础科

学研究，研发因地制宜地保护与发展关键技术，并开展示

范与应用。此外，结合青海省地理区位特征和生态功能定

位，推进青藏高原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基地建设，建好青藏

高原气候变化数据链，构建“生态修复＋生态文化旅游”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打造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新样板。

与此同时，在短板中挖掘潜力，把劣势转变为发展优

势，利用气候变暖变湿的特点，以水定地、以草定畜调整区

域农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科学划定“气土水生人”五大保

护修复单元，通过实施“连山、通水、育林、种草、肥田、保

湖”等措施，有效解决“山碎、林退、水减、田瘠、湿（湖）缩”。

矢志不渝
守护“中华水塔”

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是青海生态报国的重要目标，

全省上下努力肩负起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从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坚决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青海力量。而今，全省湿地面积排全国

前列，森林覆盖率达 7.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57.9%，蓝绿

空间占比超过 70%。

草原是青海绿色植物覆盖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自然资

源，是维系高寒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生态子系统。长期行走于

江源大地，致力于生态领域研究，省政协委员、青海大学畜牧

兽医科学院研究员董全民认为，草原在区域生态屏障、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等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功能，也是青

海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主战场和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主阵地，从当前实际看来，草原生态系统仍较脆弱，退化

草原治理成本高，科技支撑仍存在短板弱项，加强全省草原

生态治理，提升草地生态生产功能的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

董全民认为，应全面推进全省草原保护和修复，提高全

省草原治理标准和持续性投入，因地制宜加快推进重度退化

草原治理，完善草原生态修复后期管护措施。此外，大力提

升全省草原生态治理科技支撑能力，加大全省本土草原科技

人才培养和“组团式”引进力度，支持设立高寒草甸类、高寒

荒漠类草原生态定位观测站，开展高寒草原退化机理、治理

集成技术、乡土草种繁育等方面的研究。

董全民说，草种是草地治理的“芯片”，草种原种繁育是草

种质资源创新利用的重要一环，是选育驯化的新草种扩繁最关

键、最基础的环节。乡土生态草种子产业发展为青藏高原生

态建设和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

存在原种繁育工作滞后、缺乏完善长期的原种繁育基地支撑、

缺乏政府和企业联合解决原种繁育机制和管理体系等问题。

董全民表示，加快推进青藏高原乡土生态草原种繁育，

可成立青藏高原乡土生态草原种繁育中心，由政府牵头企业

参与，吸引省内外科技工作者进行原种繁育技术和新品种驯

化选育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原种繁育技术体系，建

立健全原种繁育、市场化管理体系和监管机制，并加大力度

研究制定科学的原种管理规章制度和机制，促进乡土生态草

种子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久久为功
厚植绿色底蕴

始终牢记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持续加

力、合力攻坚，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统筹推

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开展城乡垃圾治理行动，深化“无废城

市”创建，高标准创建“洁净青海”。如今，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

海东市是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功能区、青海东部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和对外形象的第一窗口，担负着坚守青海东部门户

生态屏障的政治责任和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历史责任，生态地

位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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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

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支撑点、展现良好形象的发

力点、高质量发展的最鲜明底色。2023 年，海东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 94.9%，排查地下排水管网 1351.2 公里，投资

2.2亿元实施污水处理设施项目 18个，开工建设 7个。

省人大代表、海东市生态环境局高级工程师孔小玉，在今

年的代表建议中着重关注支持推进海东市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排查发现问题整治项目。她说，在全省生态安全格局中，海

东市是黄河、湟水河等重要河段的流经地，生态区位重要而

特殊，肩负着确保一江清水出省的重要责任，海东市又是一

个年轻的地级城市，正处于发展进阶的关键期，守住水生态安

全过程中，强化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提升，对夯实城镇环境基

础设施的短板和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海东市积极申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在中央和省级大力支持下，先后实施了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管网建设、尾水深度净化等项目，不断

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升级。

在孔小玉看来，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城市发展还是存

在一定差距，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底子薄欠账多，污水管

网建设短板问题较为突出，加之海东市是青海省的农业大

区，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薄弱、地方财政拮据等诸多因素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发展，也影响着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

的期盼。她希望从省级层面给予海东市财力倾斜和支持，加

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管网排查发现问题整治项目实施，不断

提升海东高质量发展水平。

持续用力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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