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夏季以来，西宁市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深化展开全民“清洁家园”
专项行动。西宁市各区(及园区)、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起
来，进一步加大清洁力度，迅速对城市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和
全市河道流域、国省道、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展
开拉网式、全方位集中整治，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美丽
大西宁款款而来。

近年来，西宁市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质量日益
改善，城市环境尤其是主城区环境明显改善，市容清洁美丽
成为西宁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此次行动，西宁市在农村地
区投入了更大力度，力求让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风貌呈现
在高原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此次清洁行动，是一次清存量的攻坚战。在这次行动
中，清理出的不仅有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生产垃圾、杂
草枯木、废弃杂物等，到6月底实现存量基本清除，足见西宁
市存量“清零”的决心，为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打下良好基
础。

此次清洁行动，是一场无死角的歼灭战。清理范围从房
前屋后和庄廓村道，延伸至田间地头、河岸边道路边。按照
无死角的要求，西宁市直面最难啃的硬骨头逐一攻克，也是
对过去人居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工作的查缺补漏、提质
增效。

此次清洁行动，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保卫战。全力以赴、
全员行动，在这场行动中，人人都是环卫工，个个都参与大扫
除。通过身体力行，让每一位村民都不当旁观者，真正成为
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实践者，在完成清存量的工作后，继续作
为当地持久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效果的中坚力量，确保良好卫
生环境常留常在。

此次清洁行动，是一场建立长效的持久战。不仅要覆盖
乡村，更要在主城区同步推进，让保护环境、节能降耗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渗透生活；通过持续广泛的宣传，结合多种奖
惩模式，养成市民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垃圾新增量；用更加
完善的设施和技术处理新产生的垃圾，更加优化升级垃圾处
理机制的专业性、科学性，从清运、分类、处置各环节提升效
率。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年来，西宁市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和对青海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为
行动指南，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力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核心产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全市人
民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成功实现

“城市换装”的西宁，正在着力完成“乡村蝶变”，“三年大变化
五年上台阶”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美丽大西宁正成为这座
高原古城给世人的新印象。

贾泓

让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成为新的西宁印象

本报记者 栾雨嘉

盛夏，从无人机俯瞰海南藏族自治州

的峻岭山川，黄河犹如一条长长的玉带，围

绕着大地，草地上牛羊成群，油菜花烂漫，

树木葱葱郁郁，生机盎然。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要坚定

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扛牢源头责任，

展现干流担当，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

多生态产品，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海南州全体人民牢固树立并积极践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理念，将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加快建设生

态之城、文明之城当中，让绿意浸染美丽的

海南大地。

棵棵新绿，
筑牢城镇发展的生态屏障
5月，记者跟随贵南县茫曲镇加土乎村

党支部书记冯文明驱车来到龙羊峡库区南

岸。他们将要在沙漠里进行植树造林，村

民们两人一组、三五搭档挥锹铲土、挖坑栽

苗、提桶浇水，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不

久后，冯文明和村民们所种植的一棵棵青

海云杉和乌柳将会为沙漠披上绿装。

冯文明回忆说：“我从 2017 年当村委

会主任的时候，就每年带 300 多个村民在

龙羊峡库区黄河南岸义务植树，这里高寒、

多风，自然环境恶劣，植树可谓难上加难，

但只要党支部召唤一声‘走，带上干粮种树

去 ’，大家立刻就跟上来。”群众的积极性

高，因为他们都知道植树造林利在千秋的

道理，更要以此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义务植树期间，村民们经常自己掏钱

买树苗，还自备干粮、帐篷、锅锅碗碗，直接

住在沙漠里。他们让冯文明感到可爱、可

敬又心疼。“尽管条件恶劣，村民们一直坚

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摸索种植方法，提升

种植技术，一次不成栽两次，两次不成就三

次、四次地栽，直到把树栽好、栽活！”冯文

明动容地说。

几年下来，冯文明和村民们发现，想要

提高树木成活率，离不开好树苗，根据摸索

到的经验，他们对株径小于 3 厘米、株高小

于 1 米的苗木全部予以清退。自己修剪树

枝制作插杆，并将苗木浸泡于茫拉河中，经

活水浸泡 40 多天，直到插杆上长出一个个

‘小疙瘩’才进行种植。

从风沙滚滚、寸草不生，到绿树成行、

青草成片，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六

年来，龙羊峡库区黄河南岸共栽种各类苗

木 30.6 万株，治理总面积达 200 余公顷，筑

起高原城镇发展的生态屏障。

治理旧貌，
打造清洁美丽的田园生活
整洁的道路、整齐的路灯、干净的水

渠，入户天然气管网排列有序，宽敞的群众

文化活动广场让人眼前一亮……

夏日，记者走进贵德县河阴镇张家沟

村，处处呈现出一幅清爽的田园画卷。

可在两年前，张家沟村是河阴镇人居

卫生最差的村！垃圾乱倒、污水乱泼、食品

包装袋乱扔。拐角、墙根、废弃的草棚、院

落以及撂荒耕地都变成了村民们的垃圾堆

放点。猪圈、厕所都在院落外头，蚊蝇漫天

飞，一进村就能闻到臭烘烘的气味。

近年来，张家沟村坚持党建引

领，以提升人居环境为重要抓手，

引导每户群众将可回收垃圾、厨余

垃圾、填埋垃圾、干垃圾精准投放，

设置每周二、周五为统一收运时

段，并将垃圾分类情况进行“红黑

榜”通报；建立积分奖励机制，根据

评定细则对照每户垃圾分类质量

实行积分兑换激励，实现垃圾分类

全民参与；发挥党支部作用，建立

“党支部——各村民小组——党员”微网格

工作推进机制，订立党员联系群众制度，认

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形成全民共管

格局，打造“垃圾分类”提档升级品牌，有效

改变了村庄的卫生面貌。

村民喇宏林说：“没想到，现在垃圾也

能创收！参加村里每月组织的环境卫生整

治活动，就有干部为我们打分，把分数兑换

成积分存入自家的‘清洁荣誉存折’，就能

到村里的‘清洁家园荣誉超市’兑换物品。”

看见近几年村容村貌发生的变化，张

家沟村党支部书记丁玉成露出欣喜的笑

容，“常态化、制度化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不

仅让我们的村容村貌有了质的改善，还让

农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勤奋致富、

邻 里 互 助 、崇 尚 文 明 的 良 好 氛 围 日 益 增

强。”下一步，村里将通过壮大党员服务队

伍，不断巩固治理成果，长久保持清洁美丽

的村容村貌。

清河荡漾，
严管守责护清洁黄河东流
九曲黄河蜿蜒东流，贵德段清澈的河

水在岸边激荡出晶莹剔透的浪花，显示出

“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神韵。

“黄河流域贵德段属于上游，作为一名

村级河长，我责任重大，每年不少于 48 次

的巡河保洁，不但要及时清理河道管理范

围内的垃圾，做到环境卫生问题早发现、早

处理，还要使河道干净通畅，才能创造出绿

而美的生态环境。”贵德县尕让乡阿什贡村

村民王云说。

贵德县河湖长制办公室主任樊海生介

绍说：“县里建立了河湖管护员规范管理制

度，专题培训和技术指导 206 名新一届村

级河长湖长和 126 名水电保障员，更新河

湖长公示牌 140 块，及时反馈河湖、人饮等

各 类 问 题 110 项 ，实 现 了 河 湖 问 题‘ 早 发

现、早处理、早解决’。”同时组建“河湖管护

志愿服务支队”，各部门各乡镇河湖管护志

愿服务活动形成常态化。严格落实以“党

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长制主体责

任，推进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联防联控，

变“分段治水”为“全域治水”。

同时，以“保护母亲河推进大治理”专

项行动为契机，持续推进东山片区田园综

合体、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与水生态修复、人

居环境整治、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等

工程，补齐垃圾处理、污染防治、生态修复、

岸线保护等基础设施的短板，有效提升全

县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平，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

绿意浸染海南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子涵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平均海拔 4300 米之上的巴

干乡，有这样一个团队，各种数码摄像机是他们的“装备”，各

种类型的望远镜是他们的“神器”，各种款式的遮阳帽是他们

的“潮流单品”。他们怀着炽热滚烫的心，在雪山之巅，在峡

谷之幽，在江河之畔，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花木草兽，这就是

代曲村的“雪豹监测队”。

今年 54 岁的格来江措是队长，他常穿着一件有些破旧

的黑色皮夹克，黑里透红的面庞上满是饱经风霜的皱纹，清

澈的目光坚定有力，似乎所有的故事都在那一双深邃的眼眸

之中。

“其实我们算不上专业的摄影团队，开始就是各自在巡

山的时候都喜欢拍点照片相互分享，看大家志同道合，干脆

成立了一个队伍，就叫‘雪豹监测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说，五年来，我们省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我

们也算其中的一份子吧。”格来江措笑着讲起了他们的故事。

“雪豹监测队”的所有队员都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一共

二十七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巡山护林，救助野生动物，打

击偷猎盗猎。拍照这个副业让大家都当起了大自然的摄影

师。

“不会巡山的摄影师不是一名合格的管护员。”“你是摄

影师里最好的生态管护员。”格来江措经常和队友这样开玩

笑，并不断鼓励大家坚持热爱。

十多年来，队员们从普通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摄影者，

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大家思想深处的观念变化。管护队刚成

立的时候，很多人还都不是很明白巡山巡护的意义，“我们从

小就住在这里，还用得着天天去巡吗？”“山里啥都没有，我们

这样反反复复的转圈不是浪费时间吗？”各种各样的消极声

音传到格来江措的耳中，但他没有向对方发火，而是以身作

则，用更加踏实的巡山行动给队员们最坚定的回答。队员们

在随着格来江措巡山的日子里，也都越发认识到巡山并没有

想象中简单，并非没有意义，反倒是意义重大。

格来江措喜欢摄影，巡山时常常随手拍，还把作品和众

人分享，渐渐地这也成为了巡护队的工作习惯，他们主动强

化摄影装备，得到了意外之喜，“有一次我们的队员拍到了几

只在洞穴中嗷嗷待哺的小雪豹，小身子圆圆的，别提多可爱

了，还有今年年初我们救助白唇鹿的视频还上了央视新闻

呢。”格来江措和队员们认为，他们本就要对巡护区域的生态

要素进行观测，摄影让他们的工作锦上添花。

到目前为止，监测队在巡护范围内共架起了 38 台红外

相机，专门用来观测野生动物和环境变化，有时还能以此为

受困的野生动物提供帮助。当初对这份工作不以为然的人，

如今却说，“当生态管护员既能保护家乡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又能宣传家乡的生态环境‘出圈’，这样的成就感哪个工作都

比不上！”

雪山上的
生态“摄影师”

历经30年防沙治沙，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沙漠生态治理和沙产业开发取得显
著成效。荒漠上，治沙人围起一个个网格，并种植征服沙漠的先锋——梭梭树。县域森林覆
盖率由1995年3.88%提高到现在的5.14%，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52.9%。

本报记者 杨林凌 通讯员 希日尖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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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上，治沙人织起的治沙网格

绿色浸染海南。本报记者 洪玉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