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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走进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览

中心”，“法泽江源”展区令人眼前一亮。这里运用高清远程视

频技术，对三江源地区代表性景观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时

监测，为参观者打开一扇“生态之窗”。

“省生态环境厅和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不但向我

们提供了技术支持，还在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方面与我们

达成诸多共识，一方面体现了行政主管部门对人民法院生态

司法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构建生态环境保护‘府院联

动’机制的一次创新性实践，对协同建设生态文明高地起到了

积极作用。”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成说道。

共享不仅如此。

“青海生态之窗”观测数据不仅向生态环境部、省自然资

源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单位实时共享，还向国内重要

会议提供实时展示。此外，2016 年以来，“青海生态之窗”服务

保障各级调研、学习参观共 330 余批 3500 余人次，充分发挥了

“青海生态之窗”的生态环境教育科普、宣传功能。

“总书记视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深情嘱托言犹在耳，这也成

为我们这六年做好工作的方向和指引。”陈良博说，牢记总书记嘱

托，如今“青海生态之窗”在观测点位覆盖、功能拓展和数据应用方

面得到显著提升，服务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监管、重大生态工程评

估和生态变化动态监测应用效果明显，服务青海生态文明和国家

公园示范省建设的支撑作用得到显现，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提供

了有效技术手段，提升了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科技支撑水平。

面向未来，这支生态环保铁军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青海

生态之窗”观测点位稳定运行保障机制，开展视频智能巡检和

分析工作，辅助和支撑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监管执法和物种多

样监测工作。建设以视频和遥感监测为核心的自然生态保护

监测网，综合实现人类活动和野生动物监测监管，实现生态环

境变化监测等数据采集和分析。

——通过视频及现场讲解、网络直播等
形式，成为青海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

功能更多元

镜头：为加强对藏羚羊迁徙的观测和保护，“青海

生态之窗”远程系统对位于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的

观测点位进行监测。

可可西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保护站以前设备落

后，巡护队员的工作强度很大，危险性也较大。现在，

除了远程监测，“青海生态之窗”还可以实现绊线入侵、

区域入侵等智能分析功能，实现了对保护区野生动物

的智能监测、分析、跟踪和预警功能。这种提升，被工

作人员形象地比喻为“鸟枪换炮”。

生态环境监测为服务管理而生，因技术进步而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青海生态之窗”远程高清视

频观测和展示解说系统将远距离、大范围、全方位实时

精确观测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监测监管工作中，整个

系统前端配备了 800 万至 1000 万像素高清摄像机，可

实现 24小时 360度连续旋转。

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总书记说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

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

好。通过视频数据智能化、数字化探索，将藏羚羊等重

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数量、活动区域进行实时数量

统计和跟踪观测。”陈良博说。

据统计，2018 年以来，在玉树市境内的通天河、巴

塘河和扎曲河开展观测记录，积累了 500 多段的欧亚

水獭活动视频。

2019 年起，“青海生态之窗”借助人工智能视频分

析算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准确识别迁徙藏羚羊种

群的数量。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顶梁柱”和“生

命线”。如今，通过视频数据智能化、数字化探索，初步

掌握了藏羚羊、普氏原羚、欧亚水獭等的生境状况、生

态习性的变化情况。

——通过视频数据智能化、数字化
探索，为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视频观测和分析手段

记录更精准

镜头：6 月 7 日上午 10 时，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处积

雪尚未消融、玉树隆宝湿地野牦牛正在肆意奔跑、黄河源头

鄂陵湖碧波荡漾……

见到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良博时，他正在

“青海生态之窗”前忙碌着。当年总书记视察时，他作为现场

技术保障员，和同事一起操作通讯视频及现场连线活动的各

种设备，圆满完成任务。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支撑。在陈良博眼中，这几年是我省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快速发展时期。

2016 年起，按照重点生态保护区域自然景观分布及野

生动物典型活动区域分布特点，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启动“青

海生态之窗”建设工作暨三江源重点生态功能区远程视频观

测系统，在全省五大生态功能区选择观测点，采用 5 千米至

15 千米长光程高清视频监测、数字化网络实时传输、统一平

台管控的方式，建立网络远程视频监测管理系统，近距离观

测典型区域生态类型、自然景观、野生动物以及生态多样性，

实现远程实时高清视频观测和监控。

“现在，观测点位由 6个扩建到 46个，可实时观测研究典

型区域生态类型、自然景观、野生动物，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

省‘天地一体’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陈良博说。

2019年，“青海生态之窗”开始拓展建设，初步建成青海省生

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初步实现全省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

空气和声环境质量的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数据的统一管理。

打开平台，映入眼帘的是“水环境态势”页面。记者点击

湟水老鸦峡断面水质自动站，所属地区、详细地址、考核级别

一览无余。在检测数据这一栏，水位、流速、高锰酸盐指数等

清清楚楚。

“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环境质量状况下降或超标现象及时

报警，及时跟踪环境管理目标完成情况，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

有效支撑。”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主任李飞在一旁介绍道。

——观测点位的增加，实现了对重要
冰川雪山、草原湿地、河流湖泊和珍稀

野生动物等的实时监控

布局更科学

本报记者 咸文静

青海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注定在2016年，写下深情而浓重的一笔。
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结合多媒体演示，

听取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情况和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及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情况介绍，通过远程视频
察看黄河源头鄂陵湖—扎陵湖、昂赛澜沧江大峡谷、昆仑山玉珠峰南坡、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等点位实时
监测情况，并同基层干部、生态管护员进行视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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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向当地各族干部群众表示问候，希望大家在国家

政策支持下，齐心协力管护好湖泊、草原、河流、野生动物等生态资源，生产生活都越
来越好。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
殷切嘱托，化为青海推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快速发展的实践力量，一场铭刻历史的变化从这里发起。

六年后的今天，透过“青海生态之窗”，我们将会看到一份怎样的答卷？

透过生态之窗透过生态之窗 感知大美青海感知大美青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
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
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
最为重要的基础。”2016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视察时强调，“‘天育物有
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
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
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
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
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
无法抗拒。”

用这句古语来强调保
护环境的重要性，发人深
思，促人警醒。

生态环境关系着一个
地区、一个国家的长远发
展。青山绿水是一笔既买
不 来 也 借 不 到 的 宝 贵 财
富。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对
外发布的《2021年青海省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2021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以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有力支撑助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这种表述的另一种解读，是
越来越蓝的天、越来越清的
水、越来越美的生态。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
条件的改善，生态环境在群众心中所占比重
不断提高，以前是“盼温饱”，现在是“盼环
保”。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
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
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
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在全国率先建成“天地
一体”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十年间，全省生态
监测地面站点由753个增加到1360个，生态
监测指标由9类147项增加到11类273项；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由49个增加到
72个，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由76个增
加到99个。作为全国第一批被生态环境部
确定为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的“青海
生态之窗”，观测点位、功能拓展和数据应用
都得到显著提升，观测点位由原来的6个扩
建到 46 个，成为青海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今天，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朝着建设生态
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的目标阔步向前，在这
个过程中，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必将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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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生态之窗”远程监控系统实现了全省五大生态功能区全覆盖。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提供）

广泛开展环保公益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玉树生态司法实践展览中心”为参观者打开一扇“生态之窗”。玉树中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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