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巴桑才仁，今年 43 岁，是玉树

藏族自治州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站长。

从玉树州江西林场森林公安派出

所到州农牧局林业公安科 ，再到州森

林 公 安 局 、林 业 环 保局、林业和草原

局……自打工作起，我就和生态结了

缘，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都忠实奉献给

了玉树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

隆宝地处三江源核心区域，海拔超

过 4000 米 ，意 为“ 有 鱼 有 鸟 的 沼 泽 ”。

保护区始建于 1984 年，是中国首个以

黑颈鹤及其繁殖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自然保护区，区域内目前有黑颈鹤、金

雕等 5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012 年我就来到了自然保护区，

当时这里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整

个管理站最好的装备就是一个老式的

军用望远镜。由于站里承担着日常巡

护、检测、自然科普宣教、生物多样性调

查及社区共管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于是徒步巡护就成了我和管护队

员的“家常便饭”。

海拔高、条件差，那个时候 18 公里

的崎岖巡护路我们经常要走将近 12 个

小时。守护候鸟确实很累很苦，但看到

救治康复的鸟儿重回自然自由飞翔时，

大家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多年来，我们用双脚丈量隆宝湖的

每一个角落，见证着保护区的发展与变

化。

近五年来，随着国家越来越多的生态

保护政策在玉树落地开花，保护区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保护站建成了综

合地理信息服务平台、智慧巡护系统、公

众宣教多媒体查询系统、覆盖全区的栖息

地视频监控系统和物种监测系统等，可以

通过设置的 22 个固定监测点开展长期

的、全方位的物种监测。管护员的装备也

是越来越精良，统一的服装、望远镜、对讲

机、电瓶车……全部安排到位。

这些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硬

件环境，更重要的还有隆宝的生态环

境。记得当初刚来的时候，巡护一天也

见不上几只野生动物。据统计，刚建站

时黑颈鹤只有 22 只。现在，每年迁徙

至此的黑颈鹤数量平均保持在 170 只，

斑头雁由最初发现时的 1000 只增加到

了上万只，藏狐、狼等陆地野生动物也

在逐年增加。

未来，我会继续带领管护队员把隆宝

湿地保护好，扎实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高原高寒沼

泽湿地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让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以一直呈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喜人景象。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整理）

用脚步丈量责任
以行动践行初心

本报记者 程宦宁

“近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曲麻莱县巴干乡代曲村，生态管护员在

巡山时近距离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雪豹。”

“巴干乡代曲村生态管护员在长江

源头区域巡护过程中，成功救出被困在

冰冻河面内的 6只白唇鹿。”

……

曲麻莱县巴干乡代曲村，这个平均

海拔 4300米以上的小村庄，因为生态保

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并且频频登上各

大媒体平台而变得越来越出名，其出名

的背后离不开代曲村的雪豹监测队。

雪豹监测队成立于 2016 年 ，从一

开始的 4 人“游击队”发展到现在 27 人

的“正规军”，他们手中的“武器”也从一

开始几人用一台卡片机变成了现在人

手一台单反相机。

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监测队员行

走在雪山之巅，穿行在黄河源头，把美

丽的风景和珍惜的野生动物定格在屏

幕上，用一张张美丽的照片宣传家乡，

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影响更多人，用一

次次实际行动守护脚下的土地。

今年 54 岁的格来江措是代曲村党

支部副书记，也是雪豹监测队队长，他

说：“团队成员都是代曲村的生态管护

员，我们不是专业的摄影团队，一开始

就是在巡山的时候喜欢用手机拍一些

照片，然后大家相互分享。为了呼吁更

多的人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每次我都会

挑选出一些好看的照片，配上‘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简单的文字分享

到朋友圈，想不到很多人都很关注并纷

纷点赞，效果非常好。后来，大家经过

商量就成立了这支队伍。”

如今，代曲村生态管护员巡护时都

会带上相机，拍照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岁末年初，经过一场大雪的洗礼，

巴 干 乡 代 曲 村 满 眼 都 是 白 茫 茫 的 一

片。清晨，格来江措如往常一样，带着

心爱的“武器”和另外几名队员踏上了

冬季巡护之路。

行 至 一 处 山 顶 ，管 护 员 土 旦 东 周

说：“队长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守一会

儿。”早已习惯了的格来江措嘱咐：“注

意安全，我们先慢慢走，有事就在对讲

机里喊。”土旦东周是雪豹监测队内公

认的“大咖”，他拍到的野生动物视频照

片经常登上各个媒体平台。

“通过我们的镜头，让更多人了解真

实的三江源野生动物世界，就可以吸引

更多人关注生态保护，并加入到生态环

境保护队伍中来。”土旦东周质朴地说。

一天的巡护结束后，格来江措和土旦

东周回到办公室去完成生态管护日志。

打开日志，里面有很多牧民“摄影

师”拍摄到的各类野生动物，每张照片

的后面都清楚地标注着摄影者的名字。

格来江措说：“我们住在黄河源头，

国家给了我们那么多优惠政策，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必须拿起手中

的‘武器’宣传和维护好生态安全，让这

里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园。”

吸引更多人
加入生态保护队伍

地处世界屋脊的青海省，平均
海拔4058米，是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发源地，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
水塔”，每年向下游地区输送洁净水
资源逾600亿立方米，是我国乃至亚
洲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
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海对国
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
大责任，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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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
代负责。”

我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坚决扛起生态保护
重大政治责任，瞄准把青藏高原打
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的目标，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实施“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保
护行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方面全力推进，取得来之不易的
明显成效，成为向世界展示美丽中
国建设、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的重要窗口。

数据显示：如今，三江源区水源
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
率、产草量提高，野生动植物种群数
量持续增加。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95%以上，重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100%，湿地
面积稳居全国首位，蓝绿空间占比

超过70%。
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地位决定了

青海必须坚持走清洁、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路子。

对此，以“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
业高地”为目标，我省着力推动清洁
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储能
多元打造，已建成两个千万千瓦级
可再生能源基地，全省清洁能源发
展“风生水起”“风光无限”。

目前，清洁能源装机占全省电
力总装机的 91%，占全国清洁能源
装机的 18%，持续保持全国领先。
全国首个 100%利用清洁能源运营
的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全国首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色大数据中
心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世界首条

以输送新能源为主的输电大通道建
成运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用的就
是“青海绿电”。自2017年以168小
时一举打破全清洁能源供电世界纪
录以来，青海连续六年刷新这一世
界纪录，2022 年达到 5 周全清洁能
源供电。

我省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围绕建设生态友好的
现代化新青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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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青藏高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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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
用心用情用力履行源头责任，体现
干流担当，作出江源贡献。

本报记者 洪玉杰

家，可以是什么样？家园，可以

建成什么样？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个

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

聚焦 2023 年“两会”，每一位代表

委员和全省干部群众怀着各自的美

好憧憬，充满了期待。

省人大代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

德县县长项秀所在的“净秀同德”，地

处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区和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重要，生态

功能突出，源头责任重大。“县长，这

次上两会，一定把我们乡木合村低温

垃圾焚烧炉建设成果带上去，让更多

的乡镇可以参考借鉴，这也是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同德县秀

麻乡党委书记许正平说。

得知当选省人大代表后，项秀带

领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加乙太再次走

访县域的山山水水，从各乡镇调研中

将有关“生态”的意见建议一一记录

在案。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青海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心

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同德近三分之一的区域面积被

列 入 三 江 源 自 然 保 护 区 ，过 去 一 年

来 ，全 县 上 下 全 力 以 赴 推 进 整 体 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构建同德生

态保护新格局，打造青藏高原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示范

区，走出了一条生态美好、经济发展、

群众富裕的生态之路。”项秀说，同德

坚持生态立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保护与发展并重、污染防治与环

境 提 升 并 举 ，制 定 出 台 多 个 专 项 方

案，以强有力的制度确保环境保护专

项整治卓有成效。

对照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仍在

编写中的草原生态保护方案中，同德

县党委政府进一步明确，加大对草原

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的监

督检查力度，提高退化草场植被覆盖

度，增强草原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

失、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系统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同时，

进一步夯实做大做强牦牛产业、保障

牦牛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确保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立足生态禀赋，彰显绿色优势，

今年“两会”，项秀更加期待在“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方面的政策。

借我省打造青藏、青川、青新、青

甘区域生态旅游大环线，推出三江源

溯源之旅、雪山探秘之旅等生态旅游

精品线路，立足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

势，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丰

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质量的大好机

遇，届时，同德将围绕“文化＋旅游＋

体育＋扶贫”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

优质的山地户外资源，以体育赛事带

动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促 进 同 德 生 态 保

护、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发展，更加

积极地投身于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

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有益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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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做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篇大文章，努力走出生态美好、经

济 发 展 、群 众 富 裕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过去的

2022 年，我省加快推进国家公园示范

省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蹄疾步

稳，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体制试

点任务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正式获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基本成形……

曾几何时，冬日的玉树藏族自治

州 给 人 的 感 觉 就 是 荒 滩 枯 草 一 片 。

而今，目睹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成

就，往日的印象被彻底改观。

省人大代表、玉树州囊谦县香达

镇香达村一社的梅朵拉毛发自内心

地认为，生态环境好是件很令人自豪

的事。村里自从有了生态管护员后，

生态管护力度不断加强，流淌的澜沧

江变得更加清澈，管护范围内还时不

时可以看到藏野驴、棕熊的踪迹。

“我的汉语不太好，但是当选代

表 了 ，就 要 把 家 乡 的 好 和 美 想 办 法

传 递 表 达 出 来 ，前 段 时 间 我 花 了 半

个 月 的 时 间 ，把 澜 沧 江 的 美 好 生 态

环境用手机拍摄下来了。”梅朵拉毛

的手机相册里，斑头雁、赤麻鸭等水

禽尽情嬉戏，水中的鱼儿、天上的鸟

儿、绿色的草原、自由自在的野生动

物 相 映 成 趣 ，展 现 出 和 谐 美 好 的 生

态画面。

“有形的”变化是眼前的山水林

田湖草冰沙一体化的逐步改善，林草

植被覆盖度快速增加，湖泊水域和湿

地面积明显扩大，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功能不断提升；“无形的”变化，则

是每一个“江源玉树”人日益牢固地

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全力以赴保护好三江源，保

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

如今，梅朵拉毛的家乡囊谦县凭

借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文

旅事业向着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产

品全面提档升级。

“我们先前做过一次自然观察的

活动，就是让熟悉本地情况的生态管

护员为向导，带着游客走进大自然，

感受大自然。”梅朵拉毛说。

如今，在充分借鉴国际及国内发

达省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仅是囊

谦县，整个玉树州正以国际视野、生

态视野、文化视野，建立健全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标准体系，努力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首选区。

据统计，目前玉树州初步探明并

列入规划的旅游资源有 283 处，已挖

掘 整 理 可 供 游 览 的 旅 游 重 点 景 区

（点）50 余处，全州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 2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7 个，2A
级 景 区 1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3
个。已初步形成了以三江源国家公

园为统领，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民俗风情体验区等为载体的多类

型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体系。

2023 年两会，梅朵拉毛和乡亲们

期望着更多的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惠

民政策，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将绿色资源变成增收财富，大家在家

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生态文明之路，道阻且长，行则

将至；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未来，我们坚信，生态环境质量

的持续改善和不断释放的生态福祉

和红利，将激励青海人更加坚定不移

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大美

青海将以“生态”为笔，继续绘就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生态运笔生态运笔，，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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