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而今再反观，国家公园在一定程度上

成就着青海。生态于青海，已经从保护本

身延伸至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改善等领

域 ， 生 态 环 保 理 念 深 根 于 人 们 内 心 深 处

时 ， 也 在 引 导 生 产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向 绿

色、低碳、可持续转型。

青 海 在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创 新 实 施 的

“一户一岗”公益岗位成为兼顾生态保护

与民生发展相统一的“样本”，目前国家

公园内持证上岗生态管护员达 1.72 万名，

每月固定的工资收入可使每个家庭年收入

增加超过 2 万元。同时，加快发展澜沧江

源园区昂赛雪豹观察自然体验等特许经营

项目，充分寻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

兴 的 契 合 点 ， 让 众 多 牧 民 端 上 “ 生 态

碗”，吃上“生态饭”，国家公园红利正在

释放，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实现共

赢。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我

省在全国首创了“村两委+”社区共建共

享模式，构建规划标准、科研监测、社会

参与、保护管理、自然教育、基础保障、

信息化管控、志愿服务、宣教培训九大支

撑体系的工作格局，自然教育已成为祁连

山国家公园建设的品牌项目。

同时，积极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引导当地群众参与共建，完善生态管

护公益岗位政策，普及设置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推进各类保护区内群众转产转业，

共享生态红利，目前全省共设置草原、森

林、湿地生态保护公益岗位超过 14 万个。

而且生态富民产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特

色经济林、生态旅游、种草繁育、中藏药

材、林下种养等特色产业不断释放红利，

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广大农牧民群众

增收致富，生态保护、环境美好、群众增

收、区域发展共生共赢。

从推动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

建设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从启动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

范省到向着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迈进，青

海正以生态立、借生态进、凭生态兴。展

望未来，我省将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实现新突

破、取得新成效，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继续当好“排头

兵”、种好“试验田”，为全国提供“青海

方案”、贡献“青海智慧”，坚定不移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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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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生态地位赋予青海儿女

艰巨的生态责任，革新理念、大胆创新，早在 2015 年，

青海开启了国家公园的探索之路。

三江源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首

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是我国海拔最高、面积

最大的国家公园。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

以来，在一系列创新探索中，三江源经历了从无到有、

有中创优的“蝶变”，打破了“九龙治水”和执法监管

“碎片化”，理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长江、黄河、

澜沧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生态

安全屏障持续筑牢。如今，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设

立，区划面积由 12.31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19.07 万平方

公里。

从三江源到祁连山，作为中国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我国极其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通过国家评估，设园

工作有序推进。作为试点省份之一，几年来，青海

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各项任务，以“十好”国家公园

为目标，建立了一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机构，推行综

合执法工作模式，40 个标准化管护站全部建设完

成，着力打造青海片区“生态保护高地、生态科研

高地、生态文化高地”。 放眼今日祁连山，山上苍

松挺拔，监测到荒漠猫、雪豹、兔狲等分别同框的

珍贵画面，山下群众安居乐业，立足生态优先，生

态产业多元发展。

青海湖不同于三江源和祁连山，独特的自然资

源造就了独特的生态功能，形成了特有的“草一河一

湖一鱼一鸟”共生生态链，极具代表性。2022 年上半

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批复同意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进入实施阶段，

一个生态友好、绿色发展、文明和谐、人民幸福的国家

公园指日可待，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已全面展

开。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前期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具有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群将更具规模。而

且，目前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评估区综合科考

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科学考察外业工作正在进行

中，昆仑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范围及分区划定工作正

同步推进。

2019 年 8 月，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省会西宁成

功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论坛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贺信为根本遵循发布“西宁共识”，为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了思想指引

和行动指南。

今天的青海，突出国家公园建设，在创新体制机

制、健全政策制度体系、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

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要成果，确立了依法、

绿色、全民、智慧等 9 大国家公园理念，形成了规划、

政策、制度、标准等 15 个管理体系，积累了建设国家

公园的宝贵经验，成为全国唯一的三个国家公园在建

省。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国家公园是青海的责任更

是荣耀，倾注着全省上下的艰辛努力，保护好三江源，

守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已成为全

省人民的一致共识和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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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建设的重大创新。2019 年 6 月，青海在

全国率先启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示范省；2020 年 3 月，青海省政府、国家

林草局出台印发 《青海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 然 保 护 地 体 系 示 范 省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 年） 》， 将 按 照 “ 三 步 走 ” 战 略 目

标，建设国家公园省，传递大美青海情。

在当时，青海正在稳步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不仅是中国第

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还是全国首个“双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率先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

有基础也有优势。但对于当时的青海，作为首个国

家公园示范省，无路径可循也无模式可鉴，敢于“吃

螃蟹”又要善于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要在无中

创有、有中争优。

同时间赛跑，岁月总会标注下不凡的注脚。自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启动以来，全省上下坚持谋深

谋细谋实，强化顶层设计，精准规划定位，建立规

章体系，制定标准规范，编制完成了 《青海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实施方

案》，确定了 8 个方面 49 项重点任务；启动编制

《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

建设总体规划》《青海省自然保护地发展总体规

划》，修订完善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祁连

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等，陆续开展其它各类保护

地规划编制；开展 10 个标准制度办法研究，建立

健全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规范标准体系。

在此基础上，坚持深化改革、推陈出新，建

立了权责边界清晰、所有权和监管权分离、地方

政府和管理部门相向而行、良性互动、有效融合

的新型保护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系统完

善的资源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制度体系，成立高效

有 力 的 自 然 保 护 地 综 合 执 法 管 理 机 构 和 执 法 队

伍；推进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清晰界

定区域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主体，划清各类自

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的边界。且积极开展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和认证机制研究，构建与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

而且，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

优化，全省 109 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到 79 处，总面积达 26.5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

积的 38.08%，较整合优化前提升 3.85%。其中国

家公园占自然保护地面积的 77.17%，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基本成型。

从谋划、启动国家公园示范省到以时间为节

点的三年行动计划，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牢牢把握“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

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举全省之力、集各方智

慧，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示

范省建设取得实效，以务实行动不断丰富拓展青

海生态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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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明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尽管是短短五年时间，却让青海以国家公园之名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广泛关注，从全国第一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省份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公园设立省份之一，从首个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成为目前国家公园最多的省份，国家公园为青海生态添彩、为发展赋能，成为大美青海的亮丽名片、
响亮招牌。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这里海拔多极、地貌多态、景观多重、生物多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世
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国家生态安全“两屏三带”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
地位、国土安全地位、资源能源安全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在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当下，推进国家
公园示范省建设是历史必经，也将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可能。

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牢记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青海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以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为己任，全力
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坚定不移做“中
华水塔”守护人。

““冠名冠名””国家公园国家公园 风景这边独好风景这边独好

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上走在前列，于青海广大干部群众而言，这既是
生态誓言更是沉甸甸的生态责任。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青海要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
大使命，继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
加强监督管理，强化政策支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蹄疾步稳、扎实推进。如今再瞰江源大
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成为全国首批、排在首位、面积
最大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通过国家评估，设
园工作有序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全面展开，青海成
为全国唯一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昆仑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具有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群将更具
规模。

以时间为序，青海从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成为
中国首批国家公园设立省份之一，从中国唯一的国家公园示范
省成为目前国家公园最多的省份，国家公园为青海生态文明建
设高频添彩，是亮眼的生态“标签”更是叫得响的亮丽名片。青
海用实践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生态保护
到高质量发展再到高品质生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理念，生态、
生产、生活共赢的“公约数”越做越大，以产业“四地”为主体的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青海干在当下也谋在长远，将继续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在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上走在前列，加快建设
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要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海“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走在前
头”重大要求，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高标准建设三江源、
祁连山国家公园，高标准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加强可可西里世
界遗产地保护，做好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构建青藏高
原国家公园群，聚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和国家代表性的自然保护
地典范。要坚定地扛起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
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建立健全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制
度和标准体系，依法开展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自然资源经营管理、
现代化社区建设试点，全力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进一步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打造生态
文明高地蓄能助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本报记者 宋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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