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1日，参加“青海这十年”主题采访活动的中外媒体记者们来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国家
湿地公园。讲解人员告诉记者，眼前的潺潺流水正是沙柳河，也是刚察人民的“母亲河”。由于每年5月至8
月是湟鱼洄游季，目前已经很少能看到湟鱼洄游这一奇景，但记者们看到沙柳河河面上，无数棕头鸥欢乐
鸣叫、翩翩起舞，不禁让人感叹，这里真的是“鱼鸟天堂”！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栾雨嘉 董志勇 石成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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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张《生死对决》荣获被称

为 国 际 野 生 动 物 摄 影 界 的“ 奥 斯

卡”——野生动物摄影大奖。一年后，

另一幅摄影作品《当妈妈说跑步前进》

又一次斩获该项赛事殊荣。两次问鼎

这一国际大赛的主角都是青海摄影师，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两幅作品均出自于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内的同一个

地方。

近年来，在以上两幅作品的拍摄者

鲍永清、李善元频繁摘得国内外大奖的

同时，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其他

80 余名签约摄影师共在国际范围获得

奖项上百个，引起了国内外生态摄影圈

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甚至有人将其总结

为“青海现象”。

带着一探究竟的好奇，8月 10日，记

者来到两幅“奥斯卡”作品诞生地——距

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14 公

里外的天峻沟。

步入天峻沟，数以百计的群山石林

映入眼帘，有的笔直高大，有的婀娜多

姿，有的傲骨不凡，有的憨态可掬，既有

秀丽清雅的风韵，又多了一些突峰兀仞

的雄伟，天然浑成，妙然成趣。

群山环抱间，已经架设好相机的鲍

永 清 环 顾 四 周 ，脚 下 放 着 一 件 特 别 的

“礼物”—一块带有血迹的岩羊皮毛。

这是鲍永清上个月在天峻沟内发

现的。“根据咬的部位大概判断出是雪

豹所为，雪豹潜伏在岩羊的必经之路，

趁其不备，跳出来一下抓住脖子撕咬。”

从去年到今年，鲍永清等人在天峻沟不

到 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观察到不同

的雪豹个体 5 只，这几年他们在天峻沟

拍摄雪豹的次数也达到了 60次左右。

“拍野生动物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一

般 4 点起床，5 点抵达，正好赶上动物活

动最活跃的时间，早出晚归，风餐露宿，

为了拍摄雪豹，在山头连着趴上 8、9 天

是常有的事。”在成为野生动物摄影家之

前，跟着野生动物的足迹，鲍永清花时

间、下功夫首先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专家。

“以前拍摄野生动物要跑到二、三

百公里以外的地带拍摄，现在能在距离

天峻县城 14 公里的地方拍雪豹。”这是

鲍永清拍摄野生动物生涯十二年来亲

身体验的巨大变化。

雪豹是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

的“气压计”，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而敏

感。“作为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物种，雪豹

的数量增多，说明处在整个食物链中下

层动物数量和种类的丰富。反之，丰富

完整的生物链才能推动雪豹数量达到

今天如此高的水平。”鲍永清说。

不仅是雪豹，在鲍永清等人的观察

中，棕熊、猞猁、马麝、马鹿、普氏原羚、

岩羊……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让天峻

沟成为整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的“缩影”，自然也成为鲍永清等人创作

的天堂。

“这几年每当和国外摄影师交流之

初，他们都不相信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

园会有如此多的野生动物。”鲍永清说，

相较于国外摄影师远赴非洲等地拍摄

野生动物，我们的优势在于家门口就具

有如此好的生态环境。

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的开展，得益于对生态环境和野生动

物的保护，像鲍永清这样的野生动物摄

影爱好者获得了大展拳脚的平台。“青

海现象”背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这些摄影创作的重要条

件，助推青海的生态摄影处于当今国内

高端水平。

与此同时，比起单纯的去拍摄某种

动物，如何用镜头反映动物和自然的关

系、动物和人类的关系，让外界的人们

更多地了解青海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建

设中取得的成效……这些都是包括鲍

永清在内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签约摄影师一直在创作中摸索的方向。

屡屡获奖的荣光背后，是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签约摄影师共同的思

索：今后要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真实地反映祁连山生态环境的真

实状况，真实地反映野生动物的生存状

态，吸引越来越多摄影爱好者关注野生

动物、关注自然环境，用好的作品吸引

人们主动走进自然。相信进入自然并

与 之 接 触 ，人 们 会 对 自 然 产 生 一 种 敬

畏。当敬畏在人们心中油然而生，驱使

人们主动思考，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自

觉加入到保护自然环境的行列中。”区

别于 12 年前首次满怀好奇拿起相机拍

摄野生动物，56 岁的鲍永清对野生动物

摄影的意义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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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峻沟壮丽盛景
本报记者 董志勇 石成砚 栾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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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永清在天峻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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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
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是青海
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黄河宁，天
下平”。细读日前发出的《“共同抓
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 联手
建设幸福河”西宁宣言》，我们发
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之
大者”“国家‘江河战略’”“黄河流
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
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有能
有效’”“黄河管理保护新格局”“变

‘分段治’为‘全域治’”“开展母亲
河复苏行动”“建设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等关键
词句振奋人心、催人思考。这一

“宣言”从黄河源头发出，倾情表达
携手共进、清晰表明联手推动，充
分展示了沿黄九省区深层合作、跨
省治理，真抓实干、克难奋进的信
念和决心。

心向“生态文明”，就要深刻认
识“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21世纪是生态世纪。人类
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建
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深入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更
是沿黄九省区的光荣使命和重大
责任。我们要高举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伟大旗帜，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海的科学定位、政治嘱托、发
展厚望、奋进激励转化为最生动最
持久的实践，携手推动黄河流域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确保“十
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要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绿水青
山产生巨大效益，在绿色转型过程
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心怀“国之大者”，就要从大局
出发，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上更上层楼，在流域统
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以及破解
跨省界河湖保护治理瓶颈问题上
做更细致的工作。护佑“中华水
塔”、确保一江清水，需要我们强化
源头意识、体现源头水平，不断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承担“源头
责任”、拿出“干流担当”，需要我们
树立全局视野、增强机遇意识，找
准国家战略与青海发展结合点；稳
固生态之基、优化区域发展，需要
我们联手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
路，推动河湖长制往深里走、往实
里抓，在提升治理水平的同时提高
管护能力，把这一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创新实践落在实处，把对

“中华水塔”的守护、对“黄河母亲”
的眷恋、对生态屏障的打造、对精
神家园的守望变成自信而又自觉
的扎实行动。

郝 炜

黄河之水黄河之水““手手””中来中来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一带

一路’上，祁连山既是重要的生态屏

障，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汇集大

通道。”近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生态文化工作会议上，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副局长韩强向

与会专家学者汇报成果时介绍。

2017 年 国 家 公 园 试 点 启 动 以

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以“生态文化高

地 ”为 抓 手 ，主 动 探 索 出 开 放 、 创

新、共享的生态文化建设新模式，

在祁连山生态文化资源挖掘、生态

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资源创意转化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创新性、基础性

工作，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媒体记者

用富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文艺精品

和优秀作品记录下高原上特有的生

态文明图景，“青海现象”美谈不绝

于耳，生态文化建设已成为祁连山

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和行

动载体。

“ 生 态 文 化 的 建 设 需 要 久 久 为

功，需要丰富的吸收各个方面的营

养。祁连山有多元的文化和多民族

特性，通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形成

了祁连山独特的文化。在生态文明

新时代，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里，

让生态文化怎样去继承、传承和发

展，又要和国家公园实践结合起来,
在顶层设计上，要充分认识生态文化

的主要根系，同时，又能把生态文化

根系能够融合起来让它生长、发展，

成为生态文化的大树，这也是我所期

待和希望的。”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

究院院长杨锐说。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物质

文化遗产类型丰富，涵盖古建筑、古

墓葬、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和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5 种类

型，共有 134 处。这里有敦煌文化、

河湟文化等深远厚重的文明积淀，也

有多民族相融共生的文化碰撞。同

时，拥有阿柔逗曲、华热藏族刺绣、浩

门走马、减棋等 56 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

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邓尔平

表示，将全方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汲取各方智慧，在共建国家公园生态

文化高地的积极行动中充盈生态文

化内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祁连山国家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园青海片区
积极打造生态积极打造生态文化高地文化高地

本报记者 王 臻 通讯员 贾克文

温热的洗脸水冒着热气，抄起毛

巾，忙碌了一上午的巴丁才仁老人洗

了把脸，打开院子里的水龙头，接上

纯净的自来水，烧上一壶醇厚的酥油

茶，美美地喝上一大口，笑容像花一

样绽放开来。

龙头一开，就有纯净的自来水，

这是玉树市西航街道禅古村村民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禅古村坐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结古镇南约 11 千米的扎曲河

畔，东靠禅古寺，南邻禅古水电站，

214 国 道 穿 村 而 过 ，平 均 海 拔 3700
米，是前往勒巴沟、文成公主庙、嘉那

嘛呢石堆等名胜古迹的必经之地。

2010 年 地 震 后 ，在 各 级 党 委 政

府的帮助下，新的禅古村拔地而起，

村民集体搬迁至此，这也是玉树州灾

后恢复重建的第一个示范村。

重建中，为切实解决农牧民群众

的用水难题，让村民吃上干净水、安

全水、幸福水，玉树州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积极与重建单位沟通，为全村

227 户农牧民群众安装自来水管道，

彻底解决了禅古村自古以来吃水难

的问题。

“搬到这里前，我们每天都要去

6、7 公里外挑水吃，来回最少也要 1

个小时。村子重建后，政府为每家每

户都拉上了自来水管，水直接通到家

里，做饭、煮奶茶、洗衣服都非常方

便，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真心感谢

党和政府啊！”巴丁才仁说。

据玉树州水利局局长才多杰介

绍，五年来，玉树州农村牧区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4.17
亿元，受益总人口 31 余万人，其中受

益贫困人口 6.6 万人，圆满实现全州

饮水安全达标目标。近年来，全州积

极争取水利行业扶贫项目，常态化实

施农村牧区饮水安全维修养护工程，

所有自然村通水率达到 100%，水质

达标率为 100%。同时，大力开展节

水工作，实施饲草料基地高效节水灌

溉、农田灌溉建设项目共 20 余处，改

善灌溉面积 2.57 万亩。为加强农牧

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设立永久性警

示牌、防护栏，印发水源地、水生态保

护等方面的宣传资料进行大量宣传，

确保水源地保护的科学性和广泛性，

保证水质达标。

夏日清晨，村民们从梦乡中醒来，

孩子们带着阿妈煮好的奶茶和糌粑，

成群结队奔向学校；干净整洁的院子

里，美丽的藏族阿佳接上洁净的自来

水洗菜，开始准备一家人饭菜……这

是禅古村平凡的一天，也是禅古村幸

福“水生活”的每一天。

禅古村的幸福禅古村的幸福““水生活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