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宜居宜游的打造宜居宜游的
““生态福地生态福地””

这是美丽青海的动人景象——白天鹅翩

翩起舞、藏野驴悠闲觅食、野牦牛肆意奔跑、

藏羚羊结队迁徙；三江源头、青海湖流域、祁

连山下，清波荡漾、水草丰美……

青海生态美，处处景色新。

夏天，漫步在西宁北山，头顶蓝天如洗，

四周绿树环绕，远方鸟儿低翔，别样风光沁人

心脾。初冬，行走在三江源头，蓝天白云下山

峦起伏，河湖湿地渐渐结冰，觅食的野生动物

时有出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感

受到了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福祉。微信朋友

圈中，“高原绿”“青海蓝”频频刷屏，天蓝地绿

水清的生态之美从理想照进了现实。

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青海湖水体面积比 10 年前增加约 22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稳居全国首位，蓝绿空间

占比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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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草量分别提高 11%、30%以上，野生动植

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

……

一系列生态指标的变化，承载的是青海

厚植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和决心：全省

上下以生态保护定量做大发展增量，把保护

生态统筹到发展始末，贯穿到工作始终，让生

态环境实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

省人大代表、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三高级

中学郑丽敏从小生长在祁连山下，作为土生

土长的祁连人，她对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有

着最直观感受。采访中，她向记者分享了亲

眼见到野鹿在林间奔跑时的喜悦，描述了卓

尔山脚下候鸟嬉戏的场景……

“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青海的生态

越来越好了。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感到振

奋人心。报告中对未来五年青海生态文明建

设提出的新要求，作为一名高中地理教师，我

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探索开展生态环境

教育的新路径：一方面让学生掌握好知识点，

认识到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

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实践相融合，引导学生形成

爱护、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郑丽敏说。

“我们之后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具有青海

生态保护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教育上，

形成具有特色的生态文明活动品牌，引导和带

动更多的青少年积极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展示青海生态保护的特点和亮点，向省内外传

递青海保护的声音。”省政协委员、青海省环境

教育协会会长尤鲁青对未来充满信心。

擦亮生态环境擦亮生态环境
““金字招牌金字招牌””

生态是青海最宝贵的资源、最明显的优

势、最亮丽的名片。近年来，“高原绿”已然成

为青海的“金字招牌”。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是每一个囊

谦人的深刻体悟。近年来，玉树藏族自治州

囊谦县以三江源南部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和

建设为契机，深入开展保护中华水塔行动，实

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

生态工程。谈到囊谦的变化，省人大代表、玉

树 藏 族 自 治 州 囊 谦 县 委 书 记 石 大 存 深 有 感

悟：“‘生态美’推动‘共同富’，我们感受着生

态文明新优势正在不断放大，农牧民的腰包

鼓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未来，全县将继续发扬‘崇山敬水’的文化传

统，引导全县人民着力提升自然保护地管护

水平，深入实施澜沧江流域囊谦段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用心守护好高天厚土的

生 灵 草 木 ，守 护 好 澜 沧 江 母 亲 河 的 生 命 之

美。”

生态建设，既要“治”，也需“养”。地处

黄 河 上 游 关 键 水 源 涵 养 区 和 三 江 源 自 然 保

护区——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正以山水林

田 湖 草 生 命 共 同 体 理 念 为 指 引 ，全 面 践 行

“两山”理念，高点谋划“净秀”生态建设，逐

步 打 造 青 藏 高 原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冰 一 体 化

保 护 和 修 复 样 板 。 今 年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强

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全力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这个科学论断为我们下步工作

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全县将立足山区

资 源 禀 赋 和 绿 色 生 态 优 势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让特色资源与绿色生态有机融合，

为 推 进 泛 共 和 盆 地 绿 色 崛 起 贡 献 同 德 力

量。同时，全面推进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活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尽快建成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省人大代表、海

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县长项秀由衷地说。

生态优势生态优势
撬动企业发展支点撬动企业发展支点

青海，绿色产业崛起势头迅猛，各行各业

正在向绿而生、逐绿而行，成为新旧动能转化

引擎；一系列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稳步推进，着

力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

行走在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的厂区内，记者看到一条数百米的管状皮带

24 小时不停运转着。这条皮带，将炼锌尾矿

渣生产企业和无害化处理及有价金属综合回

收企业连接在一起，成为我省工业固废利用

迈向高值高效的“绿色表达”。

进入新发展阶段，青海正全力以赴构建

绿色低碳的工业体系。围绕重点行业和重要

领域，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正在成

长……这一幕幕，是青海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系统性变革的场景，也是建设生态文明高地

“重要窗口”的缩影。

戴上帽子、口罩，穿好蓝色的隔尘服，套

上防尘鞋罩，再经过喷淋间 360 度无死角除

尘，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的工序核心区——生箔车间，在这里，记者感

受到了高精尖新材料技术的发展。而让青海

诺德人更为自豪的是，诺德青海地区规划年

生产 6.5 万吨电解铜箔，目前已形成 5 万吨产

量。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形成了上下

游产业链接，实现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资

源节约综合利用，有力推动了青海锂电关联

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未来发展蓝图清

晰，我们作为青海新材料产业代表企业、全国

铜箔制造龙头企业，将精准把握青海的产业

定位，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开展关键技术

突破行动，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核心竞

争力的铜箔产品，努力把青海铜箔制造业打

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铜箔制造产业。”省

政协委员，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永贞说。

“生态似水，发展如舟。”青海秉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山山水水，每个

青海人，每个村、每座城、每家企业出发，将

汇聚而成的绿色生态潮流，叩开未来之门。

把生态答卷写在青山绿水间把生态答卷写在青山绿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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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晶

森林是地球之肺，孕育着多彩自然，养育

着世间万物。在西宁市湟中区群加国家森林

公园这个“天然氧吧”里，人们漫步于林间小

道，感受这超然物外的宁静与安逸，尽享自然

乐趣。

走进群加国家森林公园，河水清澈、林木

茂盛。阔叶林、针叶林、灌木林、高寒草甸在高

山峡谷内由下而上依次更迭。忽然，不远处有

“哗哗”声响起，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一头小

鹿跑来，它感受到有人经过，远远的驻足观看，

几分钟后无事发生，又蹦蹦跳跳地跑向远方。

“那是野生梅花鹿，除了梅花鹿，还有马

鹿、岩羊、狼、狐狸等多种动物在这里繁衍生

息。”55 岁的群加国营林场护林员杜发奎说。

此外，林场内还生长着白桦、山白杨、青海云

杉等乔木和中国沙棘、黄刺、高山柳等灌木，

木本植物达 120余种。

鸟儿啁啾声，树木的拔节声……杜发奎

说他总能在大山里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巡

山时也经常仰望大山，看着每一棵树木都在

茁壮成长，看着林间动物逐渐增多，那些悠长

平静的岁月都变得意义深远。

“以前我们还得制止滥砍滥伐，随着人们

环保意识的提高，这几年这样的事情少了很

多，林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73.4%，这种变化真

令人高兴。”杜发奎发自内心地说：“2023 年政

府工作报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重要位

置，作为护林员，我要把这片绿水青山守护

好，把金山银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清晨，在西宁市城中区中心广场南川河

岸旁，总会看到一抹红色的身影，那是城中区

礼让街街道办事处河长马汐德和小组巡河员

们，他们身穿红马甲，戴着红袖章，手持夹取

器，时而蹲下捡拾岸边垃圾，时而俯身查看水

质水情。

“巡河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我一天要巡

2.4公里左右，去看看有没有垃圾乱扔，瞧瞧有

没有污水入河。”马汐德说，巡河过程中，他会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障辖区内河流清

洁。现在，每天巡河两次，成为他雷打不动的

工作。

巡河不易。夏天，30 多摄氏度的高温下，

马汐德巡一趟河得喝一瓶 1 升装的淡盐水，有

时候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长时间暴晒在烈

日下，他的肩颈、手背被晒得黝黑。冬天，寒风

刺骨，河水冰冷，因要捡拾河畔零星垃圾，即使

戴着手套，他的双手也总是冻得紫红。

得益于河湖长制带来的效能提升，城中

区有效恢复河道行洪功能，全区黑臭水体实

现清零。2022 年，投入资金 176.7 万元，对河

道环境进行综合治理，翻新维修湟水河沿岸

座椅等基础设施、修复南川河破损护栏……

全面落实三级“河湖长制”，持续开展河湖“清

四乱”专项行动，着力营造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河湖生态环境。

“河水清不清澈，靠的还是日常维护，这

也是我做好日常巡河工作的动力之一。”马汐

德坦言，能尽自己所能，让更多的人树立起保

护河流的意识，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高原绿’‘西宁蓝’‘河湖清’的目标逐

步实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水清岸绿的宜居

生态福利点赞。我们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用心加强生态修复，维护河湖

健康生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美。”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在青海，享受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已经成
为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这背后，是全
省各地坚持不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十足干
劲，是以生态建设为窗口，探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从千亩林木良种繁育
实验基地到214国道百里绿色长廊，从南北山
造林绿化到巴塘湿地公园建成，玉树造林绿化
和景观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筑起绿色“大格
局”；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打造国内外知
名的生态旅游景点和生态保护高地，推动“祖
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品牌享誉全国、走向世
界；在省城西宁，随着优良生态的加持，环境质
量日益改善带来美好城乡生活，“幸福西宁”的
名片被赋予了绿色的底色……近年来，全省各
地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百
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高原大地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我们看到，植树造林、发展旅游，自然封
育、草畜平衡，生态养殖、产业升级……而今，
一座座城镇、一个个乡村，依托绿色家底，实现
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同样，“看不见”的绿色也在拔节生长，工
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

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产业“四
地”建设为契机，坚持工业绿色发展方向，加强
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配套支撑；厚植传统优势，增
强创新优势，以新的发展理念，锻造新的动力源
和增长极，服务和支撑地方高质量发展……全
省涌现出一大批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此外，随着垃圾分类、节水节
电、“光盘”行动等得到有效推广，越来越多的人
自觉选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青海，还在不断探索绿色发展之道，竭尽
全力为全国的双碳承诺做出贡献。

如今的青海，国家公园被频频点赞，成为
亮眼的生态招牌。天然林（灌丛）、野生动植
物、荒漠及湿地生态系统等为主的布局合理、
类型较为齐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覆盖了全省
重要生态功能区域；湿地面积位居全国首位，
高寒草甸是全球特有的生态系统，藏羚羊、普
氏原羚、野牦牛、雪豹、黑颈鹤、白唇鹿等珍稀
动物为青海特有……青海，已然成为一个有山
有水的景观园、有树有草的植物园、有鸟有兽
的动物园。

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是青海的选择，也是
时代的选择。当前，我省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
我们要坚定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
碗”，立足自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以“现代
化+生态+科学”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因地制宜
壮大“美丽经济”，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
福指数的增长点。

本报记者 宋翠茹

叩开叩开
““生态之门生态之门””

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心怀“国之大者”，践行
“两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创建国
家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试点，初步建
立“两屏三区”生态安全格局，
建立健全具有高原特色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起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
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环
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

本报记者 宋翠茹

一个“绿”字，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保护，一头连着转型升级的澎湃动能。青海，优势在青山绿水，出路在
青山绿水。

今天的青海，“绿色”“生态”已然成为最亮眼的标签。特别是，率先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新高

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青海成为全国唯一河流国家考核断面Ⅰ至Ⅲ类水质比例达到100%的省份；
在积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大背景下，全省正全力提升“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品牌知名度和文
化传播度，既是一个新的课题，也会是一次新的探索。大势已起，我们要顺势而为、借势发力、造势谋变，要
让青海真正展现出全域生态美丽形象……

“两会”期间，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美丽青海新局面，更是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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