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谭 梅

初到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 ，

正是 6 月美好的季节。驱车前往市

区的路上，途经绿意盎然的巴塘草

原，被眼前天蓝、草绿、河清的美景

所吸引。“咔嚓”，拿出手机留下这最

美瞬间，发现，越往前走，美景越是

让人惊叹。这是我初次来玉树，眼

前的一切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玉树，种的树也不少嘛！”看到路边

郁郁葱葱的行道树，同行的小伙伴

说出了我内心同样的感慨，在这个

平均海拔 4000 米左右的地方，似乎

有 身 处 我 省 东 部 农 业 区 县 城 的 错

觉。

玉树的夏天似乎比西宁来得稍

晚一些，此时的玉树，树叶刚刚转绿

不久。当阳光洒向大地，从高处往

下俯瞰，整个城市俨然一片绿色的

海洋……

“““城市公园城市公园城市公园”””
为幸福生活增绿意为幸福生活增绿意为幸福生活增绿意

6 月 28 日一早，伴着暖阳，记者

来到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东

南部的巴塘河国家湿地公园。很早

这里就聚集了许多早起锻炼身体的

人们。走进公园，蜿蜒不绝的河流，

水草丰美的沼泽草甸，随处可见的

野生动物，蓝天、白云、雪山、草场交

相辉映。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现在有

树有花，空气变好了，环境也变美了，

成了我们休闲娱乐、强身健体的好去

处。”玉树市生态管护员组长索南多

加说。索南多加说的就是巴塘河国

家湿地公园，占地面积 12346公顷，河

网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是三江源

国家自然保护区外围重要屏障。

徜徉在公园里 ，随处可见当地

生态管护员对公园、小广场、道路绿

地进行垃圾捡拾、杂草清除、绿化设

施维修及断枝清理工作。通过他们

的共同努力，公园道路、广场的景观

效果大为改善，成为市民节假日休

闲的好去处。

巴 塘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包 含 了

玉树市区的北京玉树湿地公园、结

古 朵 公 园 、扎 西 科 湿 地 公 园 、琼 龙

公 园 四 座 公 园 ，它 们“ 闹 中 有 静 ”

“ 张 弛 有 度 ”，集 品 味 、意 境 、韵 味 、

教 育 为 一 体 ，也 充 当 着 玉 树 市 的

“ 空 气 净 化 器 ”，在 涵 养 水 源 、蓄 洪

防旱、净化水质、调节区域小气候、

维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不

可替代的作用。

沿着巴塘湖边的绿道行走 ，随

处可见关于水资源保护和湿地公园

的知识展板，不仅介绍了它们的定

义、功能、分类，还对高原湿地的植

物、动物等作了详细介绍和展示，对

如何保护、恢复、利用湿地等也做了

相关普及。数据显示，经过多年努

力 ，玉 树 市 的 绿 化 覆 盖 率 已 达

23.6%，玉树市被授予“省级森林城

镇”“省级森林乡村”称号。

据玉树市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主任扎西江永介绍：“我们在现有公

园景观林的基础上，还兴建了科普

宣教中心、观鸟屋、藏药园、水上乐

园、迷宫寻宝等，丰富湿地公园整体

游赏项目，将保护生态环境同人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相 结 合 。 通 过

‘城市公园’培养人们爱护自然的好

习惯。”

公园城市、智慧园林是“人、城、

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

形态，是在新时代对传统城市规划

理念的升华，是“绿水青山”的城市

表达，具有生态、美学、人文、经济、

生活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价值。近

年来，玉树州树立“绿色感恩、生态

报国”理念，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加快打造山水湖田林

草生命共同体，建立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体系，绿水青山美丽画卷

越铺越广。

“巴塘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

更好地保护了玉树湿地资源，充分

发挥高原湿地生态功能，保障玉树

水源地生态安全，对提升玉树市的

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品位都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更有利于玉树市整体规

划建设与发展，带动旅游业及整体

社会经济发展。”玉树市林业和草原

局局长宁样说，未来，玉树市也将保

持湿地公园内旅游景观、景点的原

真性，依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

生 态 旅 游 的 要 求 进 行 合 理 旅 游 开

发 ，突 出 地 域 特 色 ，协 调 好 人 和 湿

地 、旅 游 与 生 态 、开 发 与 保 护 的 关

系，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植绿护绿植绿护绿植绿护绿”””
为美丽家乡添助力为美丽家乡添助力为美丽家乡添助力

“在玉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

一片还没有树，从远处看光秃秃的，

通过多年的植树造林，这里已经发

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一上山就

能感觉到这里变漂亮了。”说起如今

玉树市变绿的实践过程，在玉树参

加工作近 10 年的赵思恩望着结古北

山绿化带深有感触。

作为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外

围重要屏障，玉树海拔高，降水少，

气候环境恶劣，在植绿、护绿的生态

保护方面也有着重大责任。“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玉树人民坚持

不懈植树绿化的努力下，这个城市

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想长远富，莫忘多栽树。’

我们每年 4 月都会举行上千人的植

树活动。大家都觉得为三江源头的

绿 化 尽 一 份 自 己 的 力 量 还 是 值 得

的。”据玉树州林草局林业科科长

才旦介绍。同时，针对树苗成活率

低的问题，他们组织了一支经验丰

富的绿化养护队伍，精心呵护栽下

的每一棵树苗。除了本地树种外，

在玉树市随处可见柏树、柳树、榆树

等外来树种，这些树木让玉树市的

街道变得绿树如荫、生机盎然，它们

都是当地林业部门近年来攻克道道

栽培难关，下大力气引进的。

在玉树市结古镇扎曲河畔的德

卓滩上，一株株树苗犹如一个个天

真烂漫的孩子，在微风中摇曳欢笑。

见到村民旦周时 ，他正在察看

苗木生长情况。旦周家住在扎曲河

对岸的新寨村。旦周说，自从德卓

滩改造成玉树千亩林木良种繁育实

验基地后，这里的景色一年变样。

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以前德

卓滩这一片是产业园区，后来为了

优先发展生态，将产业园区规划地

调整为林业基地建设用地，在德卓

滩 建 立 玉 树 千 亩 林 木 良 种 繁 育 基

地。如今，放眼望去，扎曲河畔的一

大片河滩里，满是长势喜人的树苗。

近年来 ，玉树州始终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

实推进国土绿化建设。州府所在地

绿化成效不断提档升级，市区周边

空地造林绿化面积逐年攀升，尤其

是德卓滩千亩林木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成效显著，干部群众爱绿护绿植

绿意识不断提升，植树造林已经成

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同 时 ，玉 树 州 因 地 制 宜 ，按 照

“ 东 三 县 植 树 造 林 、西 三 县 封 育 管

护”和科学、节俭、高效的原则，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保护和

修复治理。

2022 年 ，玉树州各级林草部门

依托生态保护修复、义务植树等行

动，不断丰富森林资源，提升绿化质

量。国土绿化 1.28 万余公顷，草原

治理修复 14.13 万公顷，创建省级森

林乡村 1 个，全民义务植树 31 万株，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至 62.2%以

上。

此外，据记者了解，2021 年，玉

树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达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和地表水水

质达标率 100%。同时，全面推动全

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垃

圾治理一体化处置工作体系初步建

立。实施国土绿化工程，种植各类

苗 木 206 万 株 ，新 增 绿 化 面 积

6066.67 公顷，治理退化草场 12.95 万

公顷。

本报记者 谭 梅 通讯员 陈娟邦

“我们的村子环境越来越美，文化广

场、农家书屋、儿童之家这些文化阵地也

丰富多彩，大家生活美了，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宋家寨村

村民梁大姐高兴地说。

日前，记者走进“全国文明村镇”西

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只见镇上道路干

净整洁、房屋错落有致，村民们欢聚一

起，聊天说笑，构成了一幅安居乐业、和

谐与共的美丽画卷。

富裕美丽
构造安居乐业美好家园

大堡子镇致力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力求在农村形成健康向上、持续发展

的良好局面，以此来构建和谐村镇的深

厚的基础。

晋家湾村着力在发展产业、集体经

济、村庄环境、农民致富、乡村治理等方

面做文章，以“土火锅”为基础，在助推村

集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农民从事三

产服务业，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将规划

“ 花 田 晋 家 ”乡 村 旅 游 特 色 村 ，打 造 集

“吃、住、游、娱、购”一体的旅游村庄。通

过对村庄环境进行了全面改造提升，实

施入口村标、花卉种植、墙面粉刷、夜间

亮化等工程，使得晋家湾村变得更加美

丽、整洁、有序。

宋家寨村党支部积极利用现有资

源，投资 300 多万元修建地区民俗文化

馆、打麦场体验园、地方特色小吃街、民

俗文化商品展销、农家宾馆、民俗曲艺演

唱接待中心、村级商业连锁“电商”等商

贸服务设施，使乡村旅游向重特色、重文

化、重品牌方向发展，目前已形成“党员

示范店”一条街，极大地带动了群众创业

热情，三产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宋家

寨村兴起。

根 据 陶 南 村 、陶 北 村 、汪 家 寨 村 3
个城中村实际，大堡子镇打造出党建引

领拆迁村发展党建示范带。在示范带

内积极推行“党建+四治”小区，不断刷

新新村“颜值”，提升新村“气质”，全方

位构建环境美、产业兴、人气旺的美好

新村治理新格局。在示范带内建设大

堡子地区百姓大舞台，通过每月定期组

织举办主题文化活动，在丰富村民精神

文化活动的同时，不断示范带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

为不断将村集体发展的成果更好地

用之于民，让广大村民有一个宜居的生

活环境，大堡子镇党委还从优化生态环

境、抓好人居条件、提升基础设施等方面

入手，在朱南村、朱北村、宋家寨村狠抓

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通过划定党员

责任区，设置巷道服务公示牌，将党员的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在村容村貌整治

第一线，使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

全面落实养老服务工作，逐步构建

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探

索符合镇情、村情的“农村居家养老”新

模式。目前辖区已实现 13 个村老年幸

福苑建设全覆盖，给老人提供了互相照

顾、快乐生活的自由空间，不断提升了农

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切实实现

“ 老 有 所 养 、老 有 所 依 、老 有 所 乐 、老

有所安”。连续几年开办留守儿童暑期

课堂，通过为各村青少年提供学业辅导、

亲情陪伴、心理疏导、不良行为矫治等专

业服务，极大地解决了外出务工群众的

后顾之忧，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乡风文明
渲染精神文明建设良好氛围

为不断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工作，使

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适

应村民自治要求，大堡子镇党委通过不

断引导各村党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

制度，树立孝老爱亲、崇德向善、厚养薄

葬等文明风尚。在各村党支部的带领

下，依托“五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

婆”“最美家庭”“和谐文明家庭”“绿色文

明家庭”“廉洁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以

身边的典型事例教育身边的人，形成了

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

镇党委以“红色惠民小剧场”活动为

抓手，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精神

文明建设活动，把党的大政方针和惠民

政策编成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有力推进了基层党建工作上新

的台阶。“迎新年趣味运动会”“庆三八妇

女文艺演出”“年货节”“青少年篮球赛”

“少儿诗歌朗诵大赛”等活动的不断举

办，不但极大地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

活，更让村民在自娱自乐中提升村风民

风，也让广大村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中感受到了到精神文明建

设的硕果。

文明村镇培育了文明村民，文明村

民又以实际行动回馈乡镇。全镇人民群

众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中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社会正能量喷薄而出。目前，

大堡子镇共有全国文明村镇 2 个、全省

文明村镇 2 个、市级文明村镇（社区）5
个、区级文明村 9 个。大堡子镇将继续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过硬的作风、更

加有力的举措，凝聚起感恩奋进、拼搏赶

超的强大气场，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

村镇创建成果，不断深化群众精神文明

创建，让文明新风的号角在大堡子镇吹

得更响，让精神文明之花在大堡子镇开

得更加绚丽！

缔结文明之约
撬动乡村振兴

晋家湾村火锅节现场。 陈娟邦 摄

精神文明工作宣传。 陈娟邦 摄

玉树：
植绿护绿，提升颜值品质

美丽玉树，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谭梅 摄

巴塘河湿地公园一景。本报记者 谭梅 摄

巴塘河湿地公园内清除杂草的生态管护员们。本报记者 谭梅 摄

“携手”共护美丽家园。本报记者 谭梅 摄

———走进“全国文明村镇”大堡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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