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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宦宁 余 晖

6 月 25 日中午，来到玉树藏族自

治州曲麻莱县约改镇觉悟路“石榴籽”

商 业 步 行 街 ，蓝 天 白 云 下 ，街 内 的 服

装 、小 吃 、饮 品 店 门 庭 若 市 ，人 流 熙

攘。街口处，一座双手捧起红色“石榴

籽”造型的雕塑格外醒目。“这是步行

街的标志性建筑，代表各族群众团结

互助、相亲相爱。”曲麻莱县社会工作

部部长久江说。

曲麻莱县位于玉树州北部，藏族

人口占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此外还

有汉、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2022
年 9 月，“石榴籽”商业步行街揭牌，这

个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各民族商户聚

集的传统商业中心，被赋予更为重要

的意义，当地牧民群众亲切地称为“民

族团结步行街”。

久江介绍，整条街长 350 米，占地

面积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来自全国

10 余个省份的 88 户商家经营着服装

鞋 帽 、家 具 家 电 、餐 饮 服 务 等 各 类 门

店。其中，汉族 62 户、藏族 15 户、回族

4户、撒拉族 6户、土族 1户。

这条集商贸、微景观为一体的步

行街，不仅见证着近年来曲麻莱县城

镇面貌的变化，也记录着各民族团结

互助的温暖故事。

行走在热闹的步行街，每隔几十

米就有一颗“椰子树”和一盏石榴画装

扮的路灯，新意十足。

这些“椰子树”的背后有一个温

暖的故事。久江说：“当初改造商业

街 时 资 金 有 限 ， 为 了 让 商 业 街 更 漂

亮，各民族商户开始自发组织筹款，

多的几千、少的几百，最终在步行街

内安装了 12 棵一比一仿造的椰子树，

不仅起到了照明作用，更让步行街充

满了活力。”

步行街内的小小铺面，承载着曲

麻莱县的烟火气息。商户们从外来谋

生时的普通话，到如今流利地道的本

地话，改变的不仅仅是语言习惯，更多

的是加深了与这片土地共生共存的乡

土情谊。

“这间店铺就是我经营多年打下

的‘江山’。”来自四川绵阳的胡开书用

带着“藏味”的普通话自豪地说。

胡开书从最初经营一家 12 平方米

左右的小小修表店，到如今开起了兼

顾修表、五金、电器、彩票的 90 平方

米的大商铺，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

离 不 开 的 还 有 邻 里 间 的 守 望 相 助 。

“这么多年背井离乡在外打拼，虽然

很辛苦，但心里却很温暖。”胡开书

所说的温暖来自邻里间的互帮互助，

来自牧民群众朴实无华的善良，来自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我记得有一次突然发烧，非常难

受，连床都起不了，身边没有人，当时

幸亏隔壁的邻居用货车把我送到医院

就诊。”胡开书言语中满是感恩之情，

而他也尽己所能帮助附近的商户，用

行动传递民族团结之情。

为了丰富步行街民族团结内涵，

2023 年，县委统战部在“石榴籽”商业

步 行 街 举 行“ 民 族 团 结 之 星 ”评 选 活

动，在现有的 88 个商户中评选出 10 家

符合拥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合“石榴籽”精神

内核的“民族团结之星”。

久江说：“评选出的‘民族团结

之星’有的在曲麻莱经商生活 20 年以

上，已完全融入地方生活，为本地区

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有的在玉

树抗震救灾时积极捐款捐物，充分体

现了五十六个民族不分你我的手足情

怀……”

小小步行街里，温暖的故事每天

都在发生，“石榴籽”商业步行街的变

化仅仅只是曲麻莱县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民族团结绚烂之

花已在曲麻莱悄然绽放。

步行街里“石榴红”

（上接第一版）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把生态价值
贯穿旅游产业全过程各领域，以生态
旅游观念变革、结构变革、行业变革，
促进生态旅游产品更新、业态革新、产
业振兴，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
彰显生态价值。

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我们要牵住规划先行的“牛鼻子”，以
生态保护为目标，以空间规划为主体，
以专业规划为支撑，以规划执行为落
脚，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近和远的

关系，避免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
快上，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才能
让生态旅游发展行稳致远。我们要认
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做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
保护生态并重，夯实旅游服务能力的
基本保障。我们要坚持双赢多赢，不
仅要实现生态和旅游双赢，还要通过
政府引导，推动企业发力、游客参与、
百姓受益，实现各方多赢。我们要坚
持规范管理，以保护自然生态的“硬约
束”、提升服务质量的“软实力”、多部
门联动的“组合拳”、创新旅游产品的

“行动力”，确保产业全链条提质增
效。我们要坚持富民为本，通过生态
旅游业发展“富口袋、富脑袋、富精
神”，守好“美丽生态”、激活“美丽经
济”，推动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
益相统一。

让因绿而兴的故事不断书写，青
海要不断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的统一，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社会发展优势，走出一条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以“山宗水
源 大美青海”为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作贡献。

守好“美丽生态”激活“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通讯员 韩兴旺

夏至时节，走在海东市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街子河旁，河水清澈见底，河

畔绿植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美景背后

是无数“护河人”的日夜坚守，这条 15
公里的街子河“守护者”之一，就是街

子镇上坊村党支部书记韩文辉。

6 月 21 日，天刚蒙蒙亮，韩文辉便

穿上胶鞋开始了“巡河之旅”，探查引

排水泵站、河湖长制公示牌、警示标语

等设施，清理河道及周边卫生，他的工

作繁琐而细致，好在有智能化管理系

统，为他节省了很多时间。

“登陆河湖长制 App，选择河长角

色，在工作台点击‘开始巡查’，选中要

巡查的河湖就会自动记录轨迹。”

韩文辉指着手机界面介绍：“排查

发现安全隐患，能检修的要现场检修，

不能现场检修的要及时上报，只有当

好‘河保姆’，尽心尽力，才能护好这一

河清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韩

文辉等一批村级“河长”的努力下，街

子镇绿色发展的号角不断吹响，河湖

“清四乱”、河道专项治理开展了一波

又一波。

街子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 用 ，明 确“ 党 政 主 要 领 导+包 片 领

导+村党支部书记”的三级巡河护河管

理体系，在 6 个重点区域设立河长公示

牌，由责任河湖长及村级河湖长包干

负责河道污染防治保护，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

今年以来，镇、村河湖长累计巡河

210 余次，累计巡查发现并解决问题 12
个，对全镇 33 处涵洞、防洪坝、渠道等

进行清淤整修，29 名镇村河湖长切实

扛起责任，严格执行巡河制度，动员党

员群众清理沿河垃圾。

河湖治理非一日之功。“治”只是

第一步，如何补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长治久清才是最终目标。

一次例行巡河中，韩文辉发现街

子镇原三绒场至苏哇什路十字河道出

水口有污水乱排现象，在沿着污水流

动走向多次详细检查后，他发现好几

处污水违规排放问题，做好现场拍照

和记录后，他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镇

政府，经调查取证，最终发现污水源为

同村农户排放的粪水。

“污水没有地方排放，不排河里

排哪里呢？”村民不停抱怨，污水无

处排放的问题，成了韩文辉的“头疼

事”。

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上。2018
年以前，上坊村因管网设施不健全，加

之村民对污水乱排问题严重性认识不

足，周边倾倒污水、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屡禁不止。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上坊村党

支部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积极协

调镇政府，申请污水管网铺设改造项

目，在各方努力下，2018 年，上坊村污

水管网铺设工程和农户厕所革命项目

同步推进，截至目前，上坊村卫生厕所

改造 167户，覆盖率达 90%。

“头疼事”解决了，韩文辉心里的

疙瘩也没了，依河而生的韩文辉，是河

湖 治 理 的 参 与 者 、见 证 者 ，更 是 受 益

者 。 他 说 ：“ 在 所 有 人 的‘ 精 心 照 料 ’

下，街子河河水透亮不少，河湖环境明

显改善，散步游玩的人也跟着多了起

来。”

对于这样的变化，老党员韩舍日

夫感触很深，他说：“要说环境治理的

成 效 ，我 最 有 发 言 权 了 ，我 家 就 挨 着

河，推门就见河，经过这几年的系统治

理，来游玩的人多了，城里上学的外孙

女周末来了总想住一住。”

慢慢摸索、步步积累。两年多来，

韩文辉的足迹踏遍了街子河畔，App后

台统计的 201 次巡河记录，就是他从一

名巡河“小白”成长为巡河“达人”的有

力证明。

和他一起成长的，还有街子镇支

部引领、党员示范、干部带动、群众参

与，守河有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的

“河湖长制度”，在韩文辉等党员干部

的带领下，街子镇水生态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并实现了党群共管、共护、共

治、共享的新格局。

如 今 ，上 坊 村 爱 河 、护 河 氛 围 浓

厚，大家共同守护着家门口的这一河

清水，让它缓缓东流而去。

当好“河保姆”护好“生态美”

村级河长守护一河清水向东流。 通讯员 韩兴旺 摄

本报记者 何 敏

6月 20日，阴天。

一碗奶茶、几块馍和一点菜蔬，简

单地吃过午饭后，青海湖泉湾保护站

生态管护员刚群丹巴、多杰措毛带上

望远镜、巡护日志等必备用品，跟同事

们一起去泉湾湿地开展巡护。

刚群丹巴今年 30 出头，来管护站

差不多有两年了，而藏族姑娘多杰措

毛去年才从青海师大毕业，虽然年轻，

但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每周两

三次、每次来回几十公里的巡护工作，

他俩一次也没落下过。

巡护工作的内容比较庞杂，从认

真记录野生动物种类及活动状况，到

观察植物增减及长势等情况，再到捡

拾垃圾、巡护河道等等，都在他们的职

责范围。

天气阴沉，起风时湿地周边有点

冷，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刚群丹巴的工

作积极性。“这段时间来旅游的人比较

多，我们要比平时更加用心守护好泉

湾，即便没人监督，也会自觉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湿地里有一对黑颈

鹤正在抚育两只黑颈鹤宝宝，大家平

时很关注。之前，多杰措毛跟志愿者

一起给它们筑了巢，投喂了食物，即便

这样，隔个两三天时间不去看看，管护

员们就觉得心慌慌的。

好在，当天黑颈鹤一家状态不错，

刚群丹巴透过望远镜观察到，两只大

的 黑 颈 鹤 在 水 边 神 态 自 如 地 觅 食 踱

步，两只小的在一旁嬉戏玩耍，好不惬

意。

监测完栖息地里的水鸟，刚群丹

巴他们又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旅游景点

宫宝洞，检查环境卫生和设施运行情

况，确认一切无虞后才返回驻地，接着

开展其他工作。

在青海湖流域还有江西沟、黑马

河等保护站，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中，

初 步 构 建 起 了 与 国 家 公 园 相 适 应 的

“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三级管

理体系，处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最

前沿的 6 个保护站，成为构建生态安全

屏障的“一线堡垒”，而像刚群丹巴一

样的生态管护员，用心用情履职尽责，

尽心尽力做好一线资源调查、巡护管

护等工作，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

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北部生态

安全的重要屏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

用管理局坚决扛牢维护青海湖生态安

全的政治责任，深谋细谋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措施，投资 1.24 亿元

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重点水域水生

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 14 项生态保护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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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态保护和治理力度不断加

大，青海湖生物多样性快速恢复，旗舰

物种保护成效显著，植被盖度逐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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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是保护站吗？我在沙岛保护

区的草场里看到了一只受伤的动物，

你们赶紧来看看吧！”

6 月 7 日，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护

监测工作的青海湖沙岛保护站生态管

护员接到牧民群众打来的求助电话。

循着电话里表述的方位，生态管护员

迅速赶赴现场。经过一番仔细寻找，

终于在离求助牧民家草场两公里的地

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普氏原羚。经

初步诊断，判定这是一只两岁幼羚，而

且伤势较为严重，急需救助。

时间不等人，为了救活这只幼小

的普氏原羚，在向海晏管理分局进行

汇报的同时，生态管护员也做好了连

夜赶往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

准备。最终，这只受伤的普氏原羚在

当晚被送到专业救护机构，得到悉心

救治和管护，等待达到放归条件后，再

放归大自然。这也是该保护站自 5 月

份以来救助的第 3只普氏原羚。

在此之前，沙岛保护站生态管护

员与哈尔盖派出所森林警察联合开展

生物多样性巡护监测活动时，还在沙

岛保护区纵深沙丘中监测到多处野生

叉子圆柏自然生长林地，面积最大的

成片区位于海拔 3350 米左右的沙丘顶

部，约 1平方公里。

普氏原羚、荒漠猫、马麝、马鹿、黑

颈 鹤 等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多 次 被 发

现，特色植物的自然生长面积不断扩

大，显示了环青海湖区域食物链的完

整性和多样性，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果。

河岸侵蚀，乱石遍地，水流浑浊，

这是长约 90 公里的湟水河海晏段的旧

貌。如今，随着海晏县湟水河干流河

岸带保护与修复工程的实施，一条集

文化展示、亲水漫步、湿地体验于一体

的人文生态景观长廊出现在湟水河源

头，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

生态目标。

同时，项目通过保护和恢复湟水

河干流的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和湿地

生境，减少了入河污染负荷，削减了入

河氨氮污染，建设区内水质稳定保持

在地表水Ⅱ类标准。

“湟水河现在的变化确实大，以前

水哪有这么清！”在捡拾河边枯枝和垃

圾的河道管护员李守军对记者说，“现

在河道两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在

这里工作很舒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采用了“轻

干预、浅介入”的“微创”修复理念，整

个项目实施没有使用混凝土，没有外

运一车土石方，项目实施至今没有发

生过一起生态安全隐患。

“建设施工时，为了不破坏原有的

生态环境，全部实行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进行修复。”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江

保华告诉记者，“我们利用从河两岸草

地中清理出的石头，设置了拦河坝，堆

砌成天然河岸，既美观又实用。”

在一项项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

之下，青海湖交出了一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满意“成绩单”。在大自然精灵

们的“选择”下，大湖之畔，万物并秀，

和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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