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石成砚
栾雨嘉 董志勇

8 月，行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山

川绵延、白云翻滚，绿野铺陈、牛羊成

群。在那皑皑的群山之间，蕴藏着亘

古至今的深厚人文底蕴，奔涌的河流

里流淌着无数动人的守护故事，在碧

绿的高山草甸之上，尽显万类霜天竞

自由。

这 是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冰 沙 的 栖 息

地 ，也 是 文 学 家 孜 孜 以 求 的 创 作 天

堂。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建

设，给自然文学创作提供了壮实其根、

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无数生态作家

踏上祁连山，寻求一手创作资料。

8 月 9 日，记者来到祁连山国家公

园油葫芦管护站，在这里遇到了正在

采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作家龙仁

青 和 葛 文 荣 。 作 为 我 省 著 名 学 者 作

家，二人尽己所能为生态而歌，为记录

国家公园建设发展足迹做出自己的文

学贡献，他们都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关

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

的自然文学。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 40 个管护站

我都去过，这是我今年第四次来这里

采风，几乎每个季节我都会来一趟，就

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书写素材。”龙仁青

说，每个地方的作家都承担着本土文

学创作的责任，比如陕西作家写农耕，

深圳作家写打工，一线城市作家写城

市文学，那么青海作家应该有一个什

么样的文学方向？我认为自然文学给

我们指明了一个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地创作资源。

是的，青海先后完成三江源、祁连

山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今年 4月青

海湖国家公园正式启动创建，青海又

成 为 全 国 惟 一 的 三 个 国 家 公 园 在 建

省。“保护生态‘国之大者’”的青海，自

然是一个生态文学创作的富矿区，在

国家公园里有无数的素材和资源值得

大家去深究、去挖掘、去创作。

“祁连山国家公园有非常丰富的

‘绿色资源’，深厚的人文资源——‘金

色资源’，还有‘红色资源’，在整个祁

连山国家公园里，充满了各种人文的、

自然的、历史的、地理的创作素材。”龙

仁青说。

一名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是青

海对外宣传国家公园的一张名片，更

是 唤 醒 读 者 生 态 保 护 意 识 的 一 座 桥

梁。近年来，我省涌现出很多有影响

力的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作家。如古

岳创作的《源启中国——三江源国家

公园诞生记》，作者深入现场，对三江

源国家公园这一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工

程、重大事件作出了“时代报告”；作家

李万华新作《山色里》以神采飞扬的文

笔，描述了青海自然的微妙以及生态

的雄奇……这些作家不断深入到高原

大地的角角落落，为国家公园的建设

书写华章。

作为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

会长的葛文荣几乎天天“泡”在国家公

园里，对于当前自然文学的创作，他也

有了更多思考。

“2009 年，我的第一本书《守望三

江源》出版，但那会儿国家生态文明体

制还不成熟；到 2013 年，著作《湟鱼》出

版时还没有国家公园一说；2016 年，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伴

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实施和生态

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作家们也在不

断成长，过去很多创作仅是写表面现

象，现在都慢慢有了深度思考和创作，

写出来的作品也更符合自然文学的发

展方向。”葛文荣说。

多年的走访和创作，葛文荣说给

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祁连山国家

公园一棵树管护站。“那是一个条件特

别艰苦的管护站，当时我们进去时走

盘山路，大家感觉很兴奋很新鲜，但走

到山顶停车往回一看，那坡度把大家

都吓得两腿发抖。往下走的时候是非

常 大 的 峡 谷 ，管 护 站 就 位 于 峡 谷 深

处。为什么叫一棵树？因为那个地方

有一棵树很特殊，长在一块房子大小

的石头上面，周边在河谷里树已经长

得很高了，那棵树不高，只有两三米，

就是那棵树让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一棵

树管护站管护员们精神的象征，坚定

不移又坚韧不拔。”

自然生态是人类永恒的读本，伟

大的国家公园建设一定会给自然文学

创作带来活力。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

自然文学作家队伍的建立，作家们立

足大地，用脚力、笔力、眼力呈现自然

之美，诠释自然何以为美，以及为了实

现美的目标和达到美的境界，人们所

付出的努力，他们用文字的方式讲出

了更有力量和影响力的新时代生态故

事。

用自然文学讲好国家公园的生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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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仁青（右二）与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交谈。

本报西宁讯（记者 倪晓颖）8 月 9
日，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获悉，为进一步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要求，西宁市城北区积极探

索为政务服务“提速度、减流程”，为商

业宣传活动审批事项开通网上办理，率

先在全省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网

上反馈，也实现了高效便民、“一趟不用

跑”的服务承诺。

以往商业宣传活动审批需要申请

人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城北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办事大厅办理，如果材

料不全还要来回跑好几趟。为实现政

务服务“提速度、减流程”，城北区城管

局经过将近 1 个月的准备及优化，为该

事项申请电子印章，将该事项的办理与

反馈全部“搬”到了网上。网上办理审

批服务开通后，办事群众只需通过登录

青海政务服务网，即可完成申请事项材

料上传、审批结果查阅等程序。审批工

作人员将根据上传资料，在网上核查

后，在承诺时限内向申请人出具电子审

批结果，未通过审核的也将及时反馈。

只要材料准备充分，上传格式规范，申

请人只需 1 个工作日即可自行下载，得

到审批结果。

西宁城北率先在全省实现
商业宣传活动审批“零跑腿”

本报记者 程宦宁

干净整齐的桌面上放着办公用的

笔记本电脑，身后是两排书架，书架上

除了工作需要的材料和厚厚的奖状外，

还摆满了诗歌和文学作品，办公桌一旁

摆放着一张小床，这是玉树藏族自治州

曲麻莱县的 90 后女孩仁增卡卓的卧室

也是她的办公室。

明亮的眼睛，乌黑的秀发，灿烂的

笑容……仁增卡卓总是给人带来一种

阳光的感觉。生性开朗的她说：“我从

小生活在牧区，七岁那一年，一场大病

让我失去了行走能力，这样的变故也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现在的仁增卡卓已经是曲麻莱县

残联专职委员，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

入。她说：“因为我行动不便，单位批准

我可以在家办公，除了工作，我最大的

爱好就是写作。8 月 11 日是第十三个

全国‘肢残人活动日’，所以我也是希望

可以写一些诗歌，鼓励像我一样的残疾

人朋友，让他们可以像我一样乐观面

对，积极生活。”

而这份工作对于仁增卡卓来说即

是来之不易也是水到渠成。

时间回到 2004 年，在与病魔斗争

多年后，11 岁的仁增卡卓才步入人生

中第一次的学习生涯“小学”。

仁增卡卓说：“虽然我在班里是年

纪最大的，但是我的家里人一直鼓励我

要坚持上学，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母亲的悉心照顾下，仁增卡卓在

求学的日子也变得无比快乐起来，在学

校仁增卡卓是同学们的“开心果”，回到

家则又成了父母的“好帮手”。

“学校里同学们对我都很照顾，我

没有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在家里

虽然行动不便，但是依旧会帮母亲干一

些简单的家务。”仁增卡卓说。

仁增卡卓十二年的求学之路走的并

不是很顺畅。中考后，得知要去玉树市

读高中，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她曾经

想过放弃，但是母亲却说：“只要你愿意

读书，读到哪里我们就陪你到哪里。”

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仁增卡卓内心

无比感动，也让她更加懂得了感恩。有

了父母的支持，仁增卡卓变得更有韧劲。

高中毕业后，同样的选择又一次摆

在了仁增卡卓的面前，这一次为了父母

她果断放弃了求学之路。选择回家自

学，经过三年的努力，2019年夏天，仁增

卡卓拿到了大专毕业证，11月就来到了

残联工作，负责写简报整理文件等工作。

也就是从这时起，仁增卡卓开始和

文字打起了交道，除了工作时间外，她

喜欢看书，读诗，没多久文字就成了她

最好的“朋友”。

慢慢地仁增卡卓也尝试自己写作，

一篇两篇三篇……越写越多，越写越

好。但是她发现自己水平还是有限，所

以在工作之余又报考了专升本，今年 7
月仁增卡卓拿到了本科毕业证。

仁增卡卓说：“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有被人笑话过，被人冷落过，同样也被

人怜悯过、同情过，但是我相信只要心

中有希望，那生活一定会善待你。”

9090后女孩仁增卡卓的后女孩仁增卡卓的
““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陈晨） 8 月 9 日，西

宁森林幼儿园在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南川工业园区水际公园建成开园，这

是西北地区首家大型森林幼儿园。

西宁森林幼儿园基地总面积 9999
平方米，容积率 0.6，绿地率达 50%，与

园所周边的沿河公园互相辉映。据西

宁森林幼儿园业务园长李华介绍，作为

青海省首家森林幼儿园，园内设施设备

都以木质材料为主，在物理空间上达到

了“环保”与“绿色”的森林主题。课程

也结合自然保育理念，构建了以“生成

式课程”为中心的课程体系，目标将孩

子的“主体性”放在教育的第一位。为

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个体提供个性化

空间，以游戏为中心，以生活为基础，培

养每一个孩子拥有健康的身心。

西宁森林幼儿园是为 0-6 岁孩子

量身定制的幼儿园。幼儿园建筑设计

理 念 以 数 学 符 号 “∞” 为 设 计 元 素 ，

意为无穷大，希望能够在有限的空间

里提供给孩子们无限大的可能性。其

建成开园标志着青海省学前教育正式

与世界先进学前教育接轨，对西宁市

乃至全省学前教育发展来说，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西北首家
大型森林幼儿园落户西宁

8 月 10 日，参加“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 青海这十年”主题采访的中外媒体记者们

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陈中心，结合全息投

影、球幕影院、声光电等科技元素，通过序言、

历史文化名山、地理名山、生态名山和国家公

园 5 个部分以及地理范围、多元文化、中国湿

岛等 16 个板块，充分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探索经验和创新成果。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石成砚 栾雨嘉 董志勇 摄

智能查看祁连山国家公园地质演变。

““云云””看祁连山看祁连山

生态摄影作品吸引众多媒体记者的目光。

祁连山国家公园部分文创产品展示。

祁连山国家公园优美的自然风光。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石成砚 栾雨嘉 董志勇 摄

葛 文 荣
在祁连山国
家公园内采
风。

仁增卡卓把自己写的诗打印成
册。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用镜头记录祁连山国家公园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田得乾 通讯员 马
文） 8 月 7 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

公司德令哈火车站主体站房升级改造

工程正式启动施工。该工程竣工后，德

令哈站将成为继西宁站、格尔木站后的

青海省第三大火车站。

德令哈火车站位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府德令哈市，海拔

2980 米，是青藏集团公司管辖的二等

站，也是青藏铁路上的中间站。此次升

级改造工程主要对既有站房进行改造

扩建、对站台雨棚屋面进行更新更换

等。工程计划于 2023 年 12 月竣工，届

时德令哈火车站总建筑面积将由原来

的 4782.8平方米增至 10636平方米。

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工程对进一步提升德

令哈火车站承载能力、完善站房功能、

满足旅客运输需求、优化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助推青

海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和

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为确保车站升级改造期间

的旅客正常乘车出行，青藏集团公司在

德令哈火车站设置了进出站临时过渡通

道，增加铁路客运人员、铁路公安等作业

和安保力量，加强对旅客出行的安全引

导，提升铁路出行的安全保障能力。

工程竣工后将成为青海省第三大火车站

德令哈火车站升级改造启动德令哈火车站升级改造启动

媒体记者与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陈中心所处基地内救助的一只白唇鹿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