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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 梅

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扛

在肩上，把“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庄严承诺记

在心上，青海持续发力，点滴功成。

2021 年，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三江

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首届国际生态博览会

成功举办，青海湖碧波荡漾，三大江河出省境

断面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以上、湟水河达到

Ⅲ类，35 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水污染防治走在了全国前列，确保了一

江 清 水 向 东 流 。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95.6%，新增国土绿化面积 33 万余公顷，实现

荒漠化、沙化土地“双缩减”，土壤环境清洁稳

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现……青海站在

“国之大者”的高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成果广受瞩目，更具影响力、美誉度，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产业园区启动零碳绿电工程，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领先全国其他省份，木里矿区及

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

行动任务已完成近八成……如今，青海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了，水中的鱼儿、天上的鸟

儿、草原森林里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种群更

多了，大美青海越来越美。

国家公园 一处宝藏之地
2021 年 4 月，一只全身土黄色长毛、拖着

灰色长尾巴的动物，在玉树藏族自治州通天

河流域首次现身，几经问询，才得知这是国家

一级野生保护动物——“豺”。发现它的生态

管护员图丹东珠和格江高兴坏了：“珍稀保护

动物出现，说明啥？咱这儿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了嘛！”

无独有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

多县昂赛乡境内，年都村二社的牧民兼生态管

护员达杰朋措在进行例行巡护时，意外发现一

只“花纹斑斓”的豹子，据达杰朋措介绍，这里

以前就有很多这种豹子，如今生态环境保护越

来越好，见到的金钱豹也变得多了起来。

如今，随着我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的治理，高原草原草甸植被以及高原湿

地生态系统不断得以恢复，珍稀野生动物也

逐渐回归，植物方面主要有重点保护的兰科

植物等，野生动物方面有藏羚羊、野牦牛、雪

豹等 16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

藏原羚、棕熊、猞猁、盘羊等 35 种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

自 小 生 活 在 三 江 源 保 护 区 的 省 人 大 代

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哈隆村村

民才让卓玛说道：“三江源不仅河流和泉眼密

布，沼泽、湿地、高原湖泊众多，水资源丰富，

也是我国乃至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

的区域之一，是许许多多动植物栖息和生长

的天堂。”“生态好了也不能放松干劲，今后更

要积极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行列，以身作则

守护好三江源头的山水草木、万物生灵，让良

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省人大代表、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县

长周本加说，作为三江源保护核心区，我们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牢记“国之大者”，聚焦生态文明

高地和“四地”建设，立足国家公园示范省建

设，坚决做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坚定不移做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绿色家园 靓丽生态底色
“从 2010 年几十只到现在的上百只大天

鹅，现在成立摄影环保志愿队，目的就是打造

六个‘化隆样本’，发挥志愿者力量，保护大天

鹅，保护好黄河，保护好生态环境。”海东市化

隆 回 族 自 治 县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李 玉 峰 说 ，

2021 年冬，化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

了天鹅湖摄影环保志愿者队伍。

近年来，随着化隆县境内黄河生态环境

的改善，群科镇安达其哈村黄河边大天鹅数

量逐年增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和游客前来观赏，这里荒山变绿了，河水更清

了，家乡越来越美了。

“报告中提到要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

和修复”。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 2022 年的

工作任务时，省人大代表、海东市都市绿洲生

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进录深受鼓舞。他

说，黄河流经化隆县 168 公里，祖祖辈辈的化

隆人敬畏黄河、呵护黄河。近年来，化隆县也

不断加大境内黄河流域治理，有效改善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

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化隆生态底色更加

靓丽。”

2021 年，黄南藏族自治州获评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黄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河 南 蒙 古 族 自 治 县 入 选 国 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青

海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实现了新突破。

“西宁市、海东市 PM2.5 浓度首次降至二

级标准以内，青海 8 个市州首次实现全面达

标；青海成为全国唯一河流国家考核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100%的省份；西宁市完成

‘无废城市’试点任务，形成‘西宁模式’在全

国推广……”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

长汤宛峰表示，2021 年，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省人大代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县长钢夫看来，2021 年，青海省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自然生态保护修

复，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人民群众由此得到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而河南县

在今年工作中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打

造生态文明高地，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持续巩固拓展生态文明创建成果，

在转变思想观念、完善保护机制、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生产方式、强化宣传引导上做文章，让

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大者”。

生态高原 作出青海贡献
如今，青海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保

护生态，三江源地区主要保护对象得到了更

好的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

态功能得以巩固；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计

划圆满完成，青山掩映绿水长流已成眼前之

景，水面、湿地、林草的蓝绿空间占比超过七

成，湿地面积稳居全国首位，青海湖裸鲤资源

蕴藏量较实施保护前成倍增长，普氏原羚、藏

羚羊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明显，处处呈

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景……

在彰显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的同时，

发掘生态潜力，找准目标定位，在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协同共生中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是代表和委员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对于我们果洛藏族自治州而言，最大的

优势是生态，最大的产业是畜牧业。但一个

要保护，一个要发展，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

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必须改变，在维持草

原生态平衡的同时，也要发展我们的产业。

所以今年两会上，我带着生态畜牧业如何更

好发展，以及立足生态优先，挖掘生态潜力与

价值的问题和很多代表及委员进行了探讨，

希望能够循着畜牧业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寻求新突破、迈出新步伐。”省人大代

表、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县长汪生栋说。

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青海省委会专职

副主委曹海玲表示：青海建设生态文明高地

是一场机遇性、重塑性、紧迫性的变革，需要

破解很多前所未有的难题，特别是要在实现

高水平保护的目标下，破解保护和发展的矛

盾。为此，有必要争取把青海作为生态特区

来建设，争取特区建设的政策支持，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

省政协委员、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

局办公室副主任张毓说：“山水文化在青藏高

原根深蒂固，形成了严密的体系，与区域的历

史发展、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乃至社会经济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打破过去重水轻山的

现象，对我省山资源进行梳理，摸清底数，研究

其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现实中的文化

价值，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保护及生态体验。”

一项项务实举措，一项项改革成果，正在

沉淀为我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累累硕果，

相 信 随 着 高 水 平 国 家 公 园 建 设 的 一 步 步 实

践，“绿水青山”这一青海的优势和骄傲就能

够不断延伸、拓展、发散，最终织成一张强省

富民的绿色之网……

密织生态青海的绿色之网密织生态青海的绿色之网

聚焦聚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
明高地，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
护人。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三
江源、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坚定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高水平建设国家公园。围绕全
面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
保护，加快编制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
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打好环境问题整治、
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三个
攻坚战”，补好灾害预警监测、防灾
基础设施短板。

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本底调查，严格落实
长江禁捕、黄河禁渔和青海湖封湖
育鱼禁令，全面开展城乡垃圾治理
行动，深化“无废城市”和全域无垃
圾示范区创建。

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努力为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作出青海应有的贡献。

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

“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严
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制度。切实发挥河湖长制、林长
制作用，建立江河源守护人制度，积
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本报记者 谭梅）

本报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白玛松毛

临近春节，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阿多乡党

委办公室外格外热闹，不少牧民群众手里提着瓶

瓶罐罐的生活垃圾排起了长队。

乡党委书记勒格才仁解释说：“他们都是来

用垃圾兑换彩虹币、环保卫士胸章的。彩虹币又

分为塑料瓶和易拉罐收集币、塑料制品收集币、

废旧电池收集币、纸制品收集币、铁铝制品等收

集币、参与环保行动收集币、庭院及门前环境整

洁收集币。集齐任意 2 种币都可以兑换相应的

奖品，集齐 3 枚‘环保卫士胸章’就可以兑换 500
元环保基金。”有了这样的“绿色兑换”，既能减少

辖区的生活垃圾，还能为村民们带来福利，提高

大家的环保意识，实在是一举多得。

而这个“绿色兑换”的金点子就是出自乡党委

书记勒格才仁和乡长孙婷婷之手，2021 年 10 月，

在一次外出学习培训的时候，无意间勒格才仁了

解到了“绿色兑换超市”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

回到乡上后，他们就立刻召集村干部一起商量，如

何为阿多乡“量身定制”一个“绿色兑换超市”。

群策群力，在了解完牧民的实际想法后，于

11 月 25 日，一套适用于阿多乡的“绿色兑换”应

运而生。

“通过‘绿色兑换’行动，将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融入日常生活中去。新的一年里，我们处理生

活垃圾还要在分与减上下功夫，在回收再利用上

多做文章，让垃圾变废为宝，使绿色环保理念深

入人心。”乡长孙婷婷说。

“绿色兑换”行动开展以来，全乡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稳步提升，全乡的环境卫生得

到明显改善，牧民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高了，

自身素质也得到了提升，随手扔垃圾的没有了，

弯腰捡垃圾的越来越多了。

勒格才仁也深有感触：“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建设和各项政策工作的有序开展，作为‘中华水

塔’守护人，我们还要一如既往，按照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建设生态文明高地贡献力量。”

““绿色兑换绿色兑换””
引领绿色生活引领绿色生活

本报记者 栾雨嘉

隆冬时节，漫步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

羊峡镇后菊花村的黄河木栈道上，冬日暖阳驱散

了寒意，飞鸟掠过，万里黄河烟波浩渺，别有一番

意境。

过去，当地群众主要通过在库区捕鱼维持生

活。为了保护当地生态，黄河实行了禁渔。后菊

花村“两委”班子随之转变观念，立足近郊区位和

龙羊湖景区的优势，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发展集特

色住宿、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黄河库区不仅给后菊花村带来了独一无二

的美景，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村委会主任杨本站

在村内新建的观光栈道旁说：“为了更进一步发

展乡村旅游，把我们村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经

济优势，2021 年我们修建了这条长达 370 米的观

光栈道，引来了不少到黄河边游玩的客人。”随着

黄河木栈道的建成，后菊花村成了观赏黄河美景

的最佳位置之一，这让镇村两级干部看到了发展

乡村旅游的广阔前景。特别是气势恢宏的黄河

景色十分壮观，随着天气变化，景致多彩纷呈，吸

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日益兴起

的乡村游让黄河岸边的后菊花村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也催促着全体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的

康庄大道上快步迈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进一步保护

当地生态，后菊花村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要求，

按照“村里村外不见垃圾，厕所污水一并治理，清

洁家园人人出力”的工作思路，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发生“蝶变”。除此之外，家家户户还在房前屋

后植树种花，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就在去年，

该村还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

杨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要将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省“两会”精神上来，坚持“生态靓镇、产

业富镇、旅游兴镇、党建强镇”的发展目标，依托

龙羊峡省级“特色小镇”建设以及龙羊峡冷鲜世

界、黄河水利博物馆东西楼等建设项目的有利契

机，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开设农家乐、发展乡

村旅游，为推进乡村振兴以及新时代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生态富民路正宽生态富民路正宽

青海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了，水中的
鱼儿、天上的鸟儿、草原森林里自由自在的野生
动物种群更多了，大美青海越来越美了……
2022年，我们更要聚焦聚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
文明高地，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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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我省黄河生态环境的不断
改善，大天鹅、白鹭、绿头鸭、白骨顶鸡等水
鸟纷纷来到黄河沿岸安家，时而展翅、时而
戏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时时在
黄河两岸展现……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对青海而言，
这不仅仅是誓言，更是自觉行动，只有不断
深化“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决扛起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青海才能彰显
生态之最、坚固发展之基。

从代表和委员们的讲述中，记者深深感
受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作为促
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需要更有力度、更高
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
青海的优势和骄傲，造福人民、泽被子孙。

我们坚定地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是为了
在绿色、低碳和循环的道路上推动更高水平

的发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绘好“山水图”，念好“草
木经”，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

我们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是为了让人民
有更多获得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民
生工程来抓，使老百姓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并加快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
步伐，以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来促进投资环境
和人居环境的优化，让广大人民群众更直接感
受到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金山银山，在拥有
蓝天碧水的同时，分享到“生态红利”。

2022 年，青海将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
务，深入实施保护“中华水塔”行动，完善“天

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协同推动
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推进创建青海湖、昆
仑山国家公园前期工作，统筹自然保护地调
查评估和整合优化，持续开展“守护母亲河、
推进大治理”专项行动，打好环境问题整治、
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三个攻坚
战”，开展城乡垃圾治理行动，深化“无废城
市”和全域无垃圾示范区创建……一系列战
略规划和政策举措将助力青海走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原绿色之
路，以更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让绿色发展的“气质”更纯正，大美青
海的“颜值”更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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