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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林凌

盛夏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碧草萋萋、牛羊结

队、鸟类翱翔，草原犬鼠在洞口嬉戏打闹，生机勃勃的

大地处处和谐而美好。

2021 年 12月，乌兰县都兰湖湿地附近出现了 7只

身姿矫健的鹅喉羚，它们或驻足凝望、或撒欢奔跑。

今年 3 月，呼德格劳地区苜蓿草种植基地内上演了一

场 200 多只鹅喉羚集聚在一起的大型“情景剧”，庞大

的队伍在雪山的背景下尽显壮美。

7 月 12 日，义煤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大煤沟煤矿西门岗值班职工张延民发现几只黄羊狂

奔而来，其中一只小羊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了值班室，

凭着多年经验分析，张延民猜测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

野狼的围追堵截。紧接着，救下一只小黄羊的消息不

胫而走，职工三五成群地赶到医务室，有的用奶瓶给

小黄羊喂食，有的找来纸箱并垫上旧衣物，给它搭建

了一个临时“小家”。矿长胡延伟得知后，第一时间与

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森林公安局取得联系，并指定专人

照顾小黄羊。

第二天，小黄羊就被大柴旦行委森林公安局转运

到了格尔木市野生动物救助站。据他们介绍，黄羊别

名黄羚，多栖息于半沙漠地区的草原地带，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动物。这只“狼口脱险”的小黄羊在义海

能源大煤沟矿得到了及时照料，应该不久就能康复。

近年来，随着海西州生态环境持续好转，人们的

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野驴、狐狸、黄羊、棕熊等野

生动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此。

而与走进人们视野的动物相对的，是渐行渐远的

风沙——“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风动林海

掀绿浪”的场景出现在了这片戈壁。

“小风沙飞扬，大风沙漫天，沙丘无脚年年走，庄

稼遭埋常绝收。”描绘出了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

村以东泉水湾的昔日场景。“自 2009 年实施‘青海湖

流域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乌兰县防风固

沙工程’以来，通过人工造林种草、封育林草、公益林

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泉水湾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条件

得到彻底改善，风沙危害大量减少，沙区内的植被恢

复良好。”泉水湾林业管护站岳朝旭说。

从乌兰县行至大柴旦，一路得见多处旷世美景。

数 年 前 ，这 些 因 海 拔 高 、风 沙 大 并 不 吸 引 人 的“ 景

点”。而今，在美好生态的烘托下，以独具魅力的大美

风光，成为了来青游客的“打卡”地。

绿色·生灵，
瀚海中最美的“风景”

本报记者 陈 曦

大暑过后，漫步在西宁市湟源县大华镇三条沟

村，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大树下，老人们悠然地下着

象棋、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耍，好不热闹。

而这斑驳的树荫，是护林员们守护的成果。

“拉卓奈村有片新林子要浇水 5 小时，最近天气

干燥，防火宣传可不能落下……”大华镇护林队队长

赵祖珍说着他年复一年的工作。此时的他正顶着烈

日巡查不久前新栽的松树林，汗水不停从脸颊滴落，

他索性摘下草帽扇凉风。

护林 10 年，交通工具从双脚、自行车、再到两轮

电动车，赵祖珍的足迹遍布大华镇 2000 公顷沟壑交

错的公益林。

湟源县大华镇有林地 1.5 万公顷，现有护林员 58
人。这里气候干燥，森林防火工作是重中之重，每逢

森林防火关键节点，赵祖珍都要亲自带领队员们巡山

护林，还挨家挨户做防火宣传。每到焚烧秸秆高峰的

时期，他还会把自己安排到最远、最偏的卡点去连夜

值守。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护林队长，只有自己

冲锋在前，才能带好护林员队伍。”多年来，大华镇防

火工作成效显著，离不开他和队员们的辛勤付出和默

默守护。

畜牧业是湟源县的传统产业，随着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放养的牛羊翻越围栏进入林地的事件时有发

生。于是，赵祖珍慢慢变成了一名“乡村教导员”，只

要有空就围着林区到处转，遇见牛羊进入林地，就拉

住牧民苦口婆心地劝说，不到他将牛羊赶出林区绝不

罢休。

“我是在这片土地成长起来的，守好这一方山水，

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作为党员对大华镇的一点贡

献”。为了让群众了解并遵守森林防火法规，提高防

火意识，他施展了很多“招数”，平时发微信、走访宣

传，重点关注吸烟群众，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我

们都知道林区有个‘教导员’要把‘烟嘴儿’管住哩。”

附近的村民提到赵祖珍几乎都会说起他“禁烟”的事，

也记得他团结大家“干群齐心同护绿”的辛劳。

护林多年，赵祖珍深爱着林中的每个生命：“今天

巡山的时候，我们救助了一只不慎挂在公路铁丝护栏

上的狍鹿，将它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这些年野生

动物数量越来越多，我们的伴儿也多了！”

护林“教导员”
赵祖珍

查隆通水电站。 青海省水利厅供图

近年来，青海省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青海湖这张
金色名片更加亮眼。盛夏，在湖边放眼望去，湛蓝的湖水，金
色的油菜花，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带给人们充满诗意的游览
体验。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本报记者 王菲菲

生态建设，有水则灵。

自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青海以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遵

循，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度优势，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举全省之力守护

好 “ 中 华 水 塔 ”， 交 出 了 一 份 出 色 的 “ 治

水”成绩单——

重 要 江 河 湖 泊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100%，35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保持优

良，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断面年均水质Ⅰ至Ⅲ
类比例为 100%的省份；

全面完成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名录内

3518条河流、242个湖泊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青海省委、省政府连续五年召开全省河

湖长制工作会议、黄河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

累计 6 次发布省总河湖长令、黄河责任河湖

长令，以制度创新纵深推进法治建设，在黄河

流域率先颁布实行《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

制条例》，形成了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联

动、社会共治的工作格局。

管水：健全责任体系，建
设幸福河湖

8月，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的金

湖和银湖沿岸，休闲散步的人络绎不绝。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每年春天金湖冰雪

融化时，赤麻鸭、麻鸭、苍鹭等水禽都会来此

栖息。”金湖巡护员郭广胜每周都会按时来巡

湖，常能听到人们由衷的赞叹，“湖水清澈，生

活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海晏县地处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核心

区，是黄河重要支流——湟水河的源头。从

海晏县看海北州，“在州级总河湖长的带动

下，全州 323 名河湖长、411 名巡河员及时跟

进开展大巡河大巡湖行动，2021 年全州累计

巡河巡湖 29323 人次，建立了湟水流域、黑河

流域、大通河流域和青海湖流域跨区域联防

联控制度，形成了多主体协同、多要素发力、

多措施推进的跨区域河湖联防联控制度。”海

北州河湖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董存奎说。

从海北州看青海省，多年组织开展“守护

母亲河、推进大治理”等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累计清理涉河湖违规建筑物 5.17 万平方米、

非法采砂点 8 处、非法林地 146.7 公顷，恢复

非法占用河道岸线 10.6 公里，清运建筑生活

垃圾 5.06 万吨；制定《青海省加强河湖水域岸

线生态空间管控的意见》、落实《保护中华水

塔行动纲要（2020－2035 年）》，印发《中华水

塔水生态保护规划》，河湖管理保护政策措施

更加健全；确定河流、湖泊生态流量（水位）目

标，加强监管，河道生态流量基本得到保障；

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将长江“十年禁渔”、

青海湖第六次封湖育鱼等工作纳入河湖长制

考核内容，将河湖长制工作常态化纳入省对

市州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治水：探索治水路径，加
强联防联治

在享有“天下黄河贵德清”美誉的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德县，有 140 块蓝色的河长制公

示牌分段竖立在黄河沿岸醒目的位置，河长

信息与河湖概况一目了然。

清晨，跟随着贵德县尕让乡希望村的村

级河长李宝林巡河，他仔细地扫视着河岸边

的每一处角落，一边巡护一边记录，“我们手

机上都有这个‘河湖长通’的巡河软件，点开

后系统会自动匹配并获取巡河地图、河段等

基础信息，还能显示河长巡河的时间、距离、

轨迹等，我们用手机就能完成拍照和记录。”

利用无人机巡河，则是贵德县开启“智

慧巡河”的新模式。据贵德县河湖长制办公

室副主任刘斌介绍，贵德县投资 559.97 万

元，在黄河、西河等 11 条主要河段建设了

94套无线视频监测站及一套指挥中心配套设

施，于 7 个乡镇建设分平台 7 座，配发无人

机 13 架，建成现地河湖感知系统，基本构

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河

湖监管体系。

青海完善监测监控体系，打造“天、空、

地、人”立体化监管网络，推动构建流域统筹、

区域协同、部门联动河湖管护工作格局，运用

省级河湖长制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逐步实现

问题上传、分办督办、信息报送等掌上办理，

积极发挥河湖管护员巡查、保洁、监督作用，

采取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巡查、信息共享等措

施，共同守护江河生态。

护水：强化制度落实，护
好一泓清水

河湖水质好坏，表象在水，根源在岸。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青铝社

区，有一位“巾帼河湖卫士”——祁红岩，现任

黄家寨镇青铝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北川河

的一名村级河长。附近居民回忆说：“以前，

人们把各种垃圾往这河里倒，水脏岸也乱，人

都不往跟前去。”

北川河位于西宁市湟水河干流北岸，横

贯大通县全境，为湟水一级支流，黄河二级支

流，主要由宝库河、黑林河、东峡河汇聚而成。

2020 年初，祁红岩到任后看到辖区内北

川河河道的环境状况，心被重重地刺痛，开始

大力整治河道环境卫生。为了动员更多的居

民参与到河道治理工作中来，在她的倡导下，

小区成立了由老党员、老职工、居民组成的志

愿服务队，共同监督、管理河道。

如今，脏臭的河道一去不复返，好多居民

都表示：“河道治理看是小事，但是长期的坚

持、坚守不容易，还要继续把工作干下去。”

大通县水利局河道治理中心副主任侯继

龙表示，河湖长制是大通县融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2021 年，

大通县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 5000 余次，发

现和解决问题 150 余条。2022 年，计划按照

宅间河道、田间河道、林间河道等，启动村

级河道“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工作，努力

实现村级河道管护从“群众看”到“群众

干”的转变，打通治水管水的“最后一公

里”。

从“河湖长制”向“河湖长治”发展，青海

省河湖长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建立了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全省落实河

湖长 6723 名，河湖管护员 15980 名，创新设立

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企业河湖长等民

间河湖监管队伍。如今，一张张责任网全面

覆盖全省河湖，着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的青海河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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