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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张多钧
才贡加 董志勇

“ 这 只 藏 原 羚 有 一 双 卡 姿 兰 大 眼

睛，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卡卡’。”

“这只岩羊从牧民家中送到管护站

时，脖子上挂着一个铃铛，所以我们叫

它‘铃铛’。”

“还有一只白唇鹿，早期救助养护

人 员 的 女 儿 乳 名 叫 媛 媛 ，所 以 它 也 叫

‘媛媛’。”

……

“美羊羊、喜羊羊、大傻……”这里

救助过的每只野生动物都有自己背后

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爱的诠释。

3 月 6 日下午，远山披着白雪，将祁

连山的圣洁一股脑伸向了天际，密密层

层的苍松翠柏覆盖着整个荒野，一眼望

去，心旷神怡。

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阿柔

乡草大板村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

物救护繁育站，小岩羊“铃铛”和它的小

伙伴们正在偌大的院子里撒欢。从小

被救护站工作人员“娇生惯养”，让它们

养成了随性而为的性格。

一会儿跳到车辆引擎盖上，一会儿

跳到窗台上，一会又跟着工作人员，咬

咬衣角，顶一顶小腿，全然一副小孩撒

娇的模样。

这五只小岩羊年龄一样大，但它们

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它们分别来自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东、中、西三

段 ，东 至 门 源 回 族 自 治 县 珠 固 乡 的 寺

沟，西至天峻县苏里乡的尕河村（与甘

肃肃北盐池湾保护区相接壤）。

“同一物种在同一纬度带，尽管海

拔略有差异，气温有所偏差，但分布在

该区域的野生动物交配、妊娠的时间却

相差无几。”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

救助繁育站站长马存新说。

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

育站是 2022 年 8 月正式投入运行，救护

站陆续接收管护员、周边村民送来受伤

的野生动物，算起来已经达到了 30多种

110余只。

如今，救护站还生活着 13 种 37 只

野生动物，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

猫、藏野驴、白唇鹿、秃鹫，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赤狐、马鹿、岩羊、雕鸮等。

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和脱离群体的

幼崽，最终目的是尽可能让它们回归野

外，融入野生种群，对于救护站的工作

人员而言，这是所有付出最终的期待。

3 月 6 日下午，救护站工作人员仔

细对一只秃鹫和一只雕鸮做了放归前

的检查，确认达到放归条件后放飞了两

只猛禽。当两只展翅长达 2 米和 1 米多

的大鸟振翅高飞那一刻，现场所有人员

脸上满是喜悦。

“那只放归的秃鹫是 2023 年 12 月

13 日通过门源县森林公安民警救助后

送到这里，雕鸮是今年 1 月中旬在门源

浩门河边被当地村民发现，经过门源森

林公安派出所移送到救护站。”工作人

员朱红娟介绍说。

经救护站专业兽医师张玉珍和马

景林检查，当时两只猛禽没有明显的外

伤，随后便为它们制定了增加营养，补

充体力，恢复体质的救助计划，争取尽

早放归野外。

救护站工作人员就地取材，根据不

同动物的习性，利用林区倒落的树根、

枝干为不同种类的鸟类搭建了栖架。

在这里，救助回来的野生动物就像

被父母溺爱的孩子，工作人员常常会根

据每一种动物的习性，特意布置生活场

景，甚至“玩具”，只是希望野生动物能

够消除应激，配合救助，尽快恢复体质。

救护站曾经救助了一只黑鹳，被送

来时右翅尖粉碎性骨折，站里兽医为它

做了翅尖截肢手术后精心呵护，每天用

泥鳅饲喂，还特意为它做了一条弯曲的

水池。

“ 黑 鹳 刚 来 救 护 站 时 是 一 只 亚 成

体 ，后 来 它 的 嘴 慢 慢 由 肉 褐 色 变 成 红

色，羽毛由棕褐色变成泛着五颜六色光

泽的黑色，被视为救护站的明星动物。”

马存新说。

救助的野生动物和鸟类多了，站上

的工作人员总结和归纳了野生动物的

饲养方法，“马鹿和白唇鹿可以在一起

饲养，但是藏野驴体型大，可能会袭击

它们，所以要单独布置空间。雕鸮是夜

行 的 猛 禽 ，它 和 其 他 猛 禽 放 在 一 个 笼

舍，白天相安无事，晚上可能就是另外

一种画面，它有时候甚至会捕杀大鵟和

红隼等中小型猛禽。”马存新说，只有了

解了它们的习性，你才知道该如何去饲

喂和管理这些被收容的野生动物，才能

够保证动物们的安全。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目前工作人

员 9 名，包括兽医、动物学专业技术人

员、饲喂人员等，他们虽然职责不同，但

每天围着动物转，日积月累，对每一种

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

“秃鹫和雕鸮三天喂食一次，其他动

物每天喂食一次，但喂食的量要根据情

况把握好。”扎西才项来到救护站已经 2

年了，他从地道的牧民变成了一名优秀

的野生动物饲喂员，什么动物喂什么饲

料，每天喂食几次，什么时候喂……这些

琐碎的小事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比自家

牛羊都要熟悉。

每天 10时，扎西才项背着玉米和青

稞的混合谷粒到草食动物区喂食场，在

山坡林间草地自由采食的白唇鹿和马

鹿也会按时来到这里与他“会面”。

救助只是过程，放归才是目的，为

了让救助的野生动物尽快回归自然，提

高放归后的野外存活率，祁连山国家公

园青海省管理局特地在附近流转了一

片 26.7 公顷（400 亩）的草场，对放归前

的动物进行野化训练。

“我们希望救助更多的野生动物，

最后能让它们健康地回归野外，自由自

在地生活在山川大地。”这是救护站所

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也是将这份工

作坚持下来的动力源泉。

——“春访祁连山”系列报道③

以爱的名义

（（扫二维码看视频扫二维码看视频））

以“爱”之名
守护野生动物

救助的荒漠猫。

工作人员喂养小岩羊。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救助的赤狐。

（上接第一版）
对于光伏产业发展而言，“智”

造既能让电站建设运维等更加便

捷，也能让光伏组件的生产能效提

高。在海南州兴海县河卡滩，国家

第一批“沙戈荒”重点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建设项目——大唐兴海大基地

50 万千瓦光伏项目现场，运维员张

国茂、赵润峰正在定期巡检工作，检

查光伏板、逆变器、变压器等设备的

外观是否损坏、连接是否松动、是否

有异常声音，详细记录运行数据，以

便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项目负责人陈涛指着一块光伏

板兴奋地说：“这其中，47.58%光伏

组件来自本省的天合光能组件厂。

这是我们首次在高海拔、高寒地区

采用 N 型 680Wp 大功率单晶硅双

面双玻组件，在相同条件下，发电量

至少可提升 1％。此外，我们将在 4
月开工建设配套的 75 兆瓦储能电

站项目，实现光储一体化，增强电站

的调节能力。”

“大唐青海公司紧紧围绕建设

产业‘四地’的发展路径，始终致力

于将发展战略与海南州经济社会发

展深度融合，紧扣‘产业保护生态，

生态惠及民生、促进发展、维护民族

团结’主线，以新能源投资和新业态

发展、光伏治沙、清洁供暖、乡村振

兴等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项目落

地，加强科技赋能，全面服务‘六个

海南’发展目标，助力国家可持续发

展议程示范区建设。”大唐青海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李海宽说。

正如李海宽所言，海南州在推

进光伏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走在

光伏智能化发展的前列，也成为保

护生态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途

径。

塔 拉 滩 的 地 貌 以 戈 壁 沙 丘 为

主，海拔近 3000 米，阳光强烈，不适

合 植 物 生 长 ，原 本 荒 漠 化 率 高 达

98.5%。2012 年 ，凭 借 丰 富 的 光 照

资源和大面积荒漠化土地资源，海

南州大力推进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

地建设。短短几年间，塔拉滩上建

起面积超过 300 平方公里的光伏发

电园区。想不到随着光伏园的建设

完成，一块块覆盖在荒漠化土地上

的光伏板为当地生态带来了重大的

改变。

在塔拉滩这样的环境中，光伏

发电面临着沙尘暴的威胁。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践探索

得出“光伏+生态治理＋生态牧业”

的新模式，以最佳生态修复功能，助

力草场牧场恢复。2015 年，铁盖

乡与黄河公司签订协议，将哈汗土

亥村、上合乐寺村和下合乐寺村总

共 16 户养殖户的羊群放进了光伏

园。

“我们家 300 只羊都在光伏园

区里放养，不仅吃得好，还能卖上好

价钱。不止如此，我们还能在园区

打零工，一天赚百十块钱。”共和县

铁盖乡哈汗土亥村牧民向占奎充满

自信地说到。

近年来，在积极探寻“光伏蓝”

赋能“生态绿”的发展之路上，各大

能源企业积极响应并加入其中，充

分发挥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打造以

光伏生态牧场、光伏生态林场为“光

伏生态+”代表性的模式产业，稳步

推进以清洁能源带动其他产业融合

发展的生动实践。

“结合兴海县大基地 50 万千瓦

光伏项目以及在兴海县建设清洁供

暖配套光伏项目，我们准备在兴海

县建设‘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两万亩级光伏生态牧场’，利用大唐

大基地电站的土地和牧草资源支持

地方集体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生态保

护、电力生产、群众生活‘三生共赢’

局面”。李海宽说。

数字是最好的证明：已建成的

光伏园区内风速降低 50%、土壤水

分蒸发量减少 30%、三年植被覆盖

度达 80%；2023 年建设“生态光伏牧

场”12 座，养殖出栏“光伏羊”1.3 万

只，实现收入 1100 万元；建成生态

光伏林 2100 亩，实现“建一片光伏、

留一片绿色、造一座牧场、富一方群

众”的良性循环。

“种”下太阳，与“光”同行。在

这片“炽热”的土地上，光伏产业孕

育着越来越多的生机，海南州将持

续用科技创新探索光伏“智”造的绿

色发展之路，开展多产融合的能源

发展路径，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

绿色民生发展。

海南：
光伏产业点亮“绿色经济”

（上接第一版）
“思政微课”是彩虹小学着力

打造的思政课品牌，在老师和学生

中间特别受欢迎。在思政微课上，

走上讲台的不只有老师，还有学

生，这个“从老师讲到学生讲”的

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积极

性。

创新思政课授课方式，把思政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都在各展所长，交

流借鉴。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开展了以“热爱领袖、热

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青海，做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主要内容的“四爱三

有”教育。一体化常态化开展大中

小学“开学第一课”、打造“学习新思

想、做好接班人”等思政品牌。组织

高校师生原创作品《永怀之歌》《守

望可可西里》赴省内外演出，成立

“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建成“两弹

一星”精神展览馆，形成了“一剧一

院一馆”的爱国主义教育新格局。

组织省属本科高校与“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结对，实现基地育

人资源共建共享。将民族团结教育

课作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打

造“石榴籽课堂”。设立 30 家省级

中 小 学 生 研 学 实 践 教 育 基 地（营

地），打造中小学生实践育人优质平

台。探索“思政课堂+社会课堂”双

育人模式，师生共同推进思政课堂、

社会调研、社会实践等。全面实施

高校“时代新人铸魂工程”，15 个中

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等示

范课入选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

案例。

师生共促，教学相长
培根铸魂“一条心”

2023 年 12 月，一场精彩的“我

为家乡做代言”思政实践研修活动

在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中展

开。活动中，同学们展示了自己制

作的展板，通过对家乡乡土人情、特

色美食、风景名胜的介绍，惟妙惟肖

地描绘了心中最美的家乡。在一幅

幅精心制作的作品中，表达着同学

们对家乡、对祖国深厚、真挚的情

感，也抒发着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爱

家爱国的情怀。活动中，很多老师

也积极参与其中，指导学生制作展

板，和学生共同探讨创意，从中也有

很多收获。

思政课改革创新对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年来，青海在促进思政队伍人才

培养上下足了功夫。实施高校马克

思主义理论人才计划和高校辅导员

“十百人才”建设计划，实施思政课

教师学历和能力提升计划，鼓励高

校在岗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全省高校

思政课教师中，硕士、博士占比分别

为 59.5%、13.3%，学 历 比 例 逐 年 增

高，思政课教师年轻化成为队伍发

展新态势。

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集体

备课机制，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师对

课程的驾驭能力，确保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鼓励支持思政课教师跨

学段、跨学科开展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并将课题成果不断转化为

提升思政教育教学的实践能力。在

第三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展示活动中，我省 1 名教师荣获

本科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二等奖，在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本

功和思政课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交

流活动中，相继有 27 名中小学教师

被列入全国典型经验名单，思政课

教师育人水平明显提升。

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青海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使命，在探索创新中努力

打造立德树人青海品牌。

把立德树人“大文章”
写实写精彩

玉树市：用行动守护碧水清流

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3 月 14 日，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积极组织开展河道卫生大清扫活

动。清扫活动中，民辅警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分

组到责任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认真仔细地对河里、河边区

域进行清扫，特别是对一些河道中的卫生死角进行彻底全面

的大清扫，让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不怕苦不怕累。

共同守护碧水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