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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长江发源地，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的美

誉。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可

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河

流纵横交织，湖泊星罗棋布……这里就是玉树藏族自

治州治多县。

2 月的春风带着暖意吹过草场，长江源头的治多

县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46 岁的党员尕玛陈则又一次在加吉博洛镇的街

道上，发起了清理环境卫生的活动。“我们都是加吉博

洛镇上社区的居民，每个月都会组织一到两次这样的

活动，给长江源头的城市做保洁，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

保护环境的理念印入每一个人心中，因为保护环境就

是给我们自己造福。”

点名、发马甲、领工具……明确每个人的分工。很

快，一群“红马甲”，就散布到了加吉博洛镇的主干道珠

姆大街的各处，他们对街道沿线、沟渠、卫生死角进行全

方位清洁和整理。

十几个人的队伍里，多半都是妇女，虽然头顶烈

日、挥汗如雨，但是大家依然热情不减。捡垃圾、垃圾

分类、铲广告。饮料瓶、塑料袋、烟头……大大小小的

垃圾都没有逃过他们的“手掌心”，不一会儿功夫经过

一番“洗礼”的街道就变得干净整洁。

“这条街是我们治多县最热闹的地方，就像我们家

里的厅堂，这里干净了我们家的‘面子’就算有光了。”参

加活动的市民才仁表示，治多的环境治理并不限于此，

而是内外兼修。

近年来，治多县坚持以“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协

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生态

保护工作持续优化，全县设立生态管护员公益性岗位

4758 个，“社区+生态管护员+城市管理+城市周边环

境卫生+垃圾分类治理”的生态管护网格化管理机制

进一步完善。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

计划，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限……生态环境的短板正在加速补齐。

尕玛陈则说：“这些年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每个

人都能切身体会到，不少人放下牧鞭享受到城市生活

的便利，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家园环境变好，即便是

捡垃圾这样的小举动，也是推动治多县生态文明建设

的力量，我们这个小团体会坚持做下去。”

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能“看得见山水，望得见

湿地”，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道理入脑入

心，治多县人民群众正用实际行动为地方的生态文明

建设积跬步以至千里，随着奔腾不息的长江，奏响新

的生态乐章。

“小举动”
奏响的生态乐章

本报记者 尹耀增 通讯员 刚组

初春的泉吉草原，草色尚未见绿，冷风依然凛

冽，“一核五队促振兴”工作队的队员们低着头、弯着

腰在青海湖边、草原上清理垃圾。

今年 52 岁的冷木贡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

吉乡扎苏合村的牧民，他黝黑的面容、健硕的身体，

一看就是个放牧的好手。他是泉吉乡生态文明工作

队的队员，一把钳子和一个编织袋是他捡垃圾的必

备品，也是当地人保护家乡生态环境的见证。

泉吉乡南濒青海湖，依托观鱼台、圣泉等优势旅

游资源，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成为了带动泉吉乡经

济增长的重要产业。然而，游客随意扔垃圾、翻越围

栏、践踏草场等不文明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

生长在青海湖边的冷木贡对草原感情深厚，捡

拾垃圾早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早些年，一

到大风天，我们的生活垃圾，游客留下的塑料袋、易

拉罐、快餐盒……满天飞，吃了垃圾的牛羊好多都死

掉了。”一想起往事，冷木贡就痛心疾首。环境问题

让牧民们意识到垃圾危害的严重性，而随着青海湖

环境整治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群众和游客的行为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如今，来青海湖和梦蓝圣境的游客都会把垃圾

带走，扔到附近的垃圾箱里，乡亲们放羊的时候看见

垃圾也就随手捡走了，我很希望每个人都有这种好

习惯，那我们的家乡就能一直美下去。”冷木贡说完

又拿起钳子和垃圾袋开始巡湖，遇到游客就给他们

送上双语《环境保护宣传手册》。

近年来，刚察县对照创建“国家级卫生城镇”“全

域无垃圾示范县”和打造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工作目

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着力点，将生态旅游建设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全县 31个行政村组建生态文

明工作队，投资 555万元配备清运垃圾的车辆及设备，

不断加强“禁塑”、垃圾分类、美丽乡村建设。泉吉乡

将青海湖周边划分成 9个责任区，明确了整治范围、责

任单位和包抓领导，并通过“一周一督查、一月一通

报”的方式开展综合整治，形成了干部全员上阵，群众

积极参与的模式。

2023 年春季已至，与开湖的“步伐”相伴，各种鸟

儿成群结队在湖区展翅翱翔，成千上万的裸鲤洄游至

此繁衍生息，泉吉草原鸟语花香的时候即将到来。“我

想以后爱护我们家乡环境的人越来越多，这里的生态

和生活也就越来越好。”如冷木贡所愿，如今不仅业内

之人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还有大量热心于环保事

业的外行人加入，更重要的是群众都自觉践行文明行

为，既美化了环境也让幸福的日子更长久。

冷木贡的环保
“小确幸”

本报记者 倪晓颖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额雁和三有保护
动物大麻鳽、短嘴豆雁、蓝胸佛法僧、乌灰银鸥(小黑
背银鸥)、北极鸥、红翅凤头鹃、黑头鹀，稀有罕见鸟
种草鹭……截至目前，我省野生鸟类共有432
种，隶属于21目65科203属，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26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81种，新鸟种

与稀有罕见鸟种共计8目9科13属16种。
三年来，经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持续开

展鸟类调查监测，发现了一批以往省内未记录、稀
有鸟种，表明我省围绕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开展的工作成果显著，野生鸟类的种群数
量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昔日的海南藏族自
治州贵南县森多镇木格

滩沙漠，如今已被固沙的植
物覆盖，呈现出一片生机勃

勃之景。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

木格滩周边黄沙头地区森林覆盖
率由1996年的2.6%提高到19.24%，

累计投资 14.5 亿元，治理沙化面
积达 13 万公顷，2.6 万余公顷沙

漠得到有效治理，实现了由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
通讯员 许少海 供图

湿地公园鸟类众多迷人眼

初春之际乍暖还寒，在西宁湟水国家湿

地公园宁湖片区，一群群绿头鸭在水面嬉戏，

小鸊鷉和赤麻鸭穿梭其间，一只大天鹅在浮

冰上优雅地休憩，渔鸥和大白鹭不时从蓝天

飞过……高原古城已成为鸟类的乐园。

公园的管护员刘自强拿着望远镜观察着

水面上的情况，还不忘给身边的市民讲解。

这些天，鸟儿们悠闲惬意，他却忙个不停，几

乎每天都会沿着长约 6.5 公里的步道巡逻，确

保鸟儿们的安全。“最近公园里的水鸟超过了

20种，总数超过了 800只。”刘自强自豪地说。

“以前，哪能看到这么多种鸟，现在环境

好鸟就多了，就是在冬天西宁也生机盎然。”

摄影爱好者王伟一边感叹高原古城生态的变

化，一边对准鸟儿拍照。

他身旁的崔振林一脸兴奋地说：“今天白

鹭多，让我拍到了它们成群起飞的画面！”因

为喜欢拍摄鸟类，他经常跟随青海国家公园

观鸟协会观鸟、拍鸟，短短 3 年已经认识了三

百多种鸟类。

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会长王舰艇每月

都会带领团队来宁湖湿地公园观测鸟类，据

他介绍，这里主要集中着雁鸭类水鸟，是全省

冬季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湿地鸟类是湿地野生动物中最具代表性

的类群，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

海目前有青海湖鸟岛、扎陵湖、鄂陵湖、玉树隆

宝滩 4处国际重要湿地，三江源、青海湖 2处湿

地类型国家公园，19处国家湿地公园，32处省

级重要湿地，鸟儿在青海的栖息地和停留点很

多。王舰艇说：“来到青海的鸟类种类与数量

正逐年增加，以前曾是夏候鸟的赤麻鸭，如今

已成为终年生活在青海的留鸟。”

逐梦而行
建高原鸟类生态资料库

“快看！那边有两只白背矶鸫！”正说着，

王舰艇就拿起相机，开始记录这种白背蓝脸、

啾鸣清脆的小鸟。

今年 66 岁的王舰艇就如一个青海鸟类

“活动图”，什么地方什么季节能拍到什么鸟，

他都了然于心，甚至可以闻声识鸟、看飞识

鸟，已识别青海境内鸟类 400 余种。他所拍

的照片和视频不计其数，这些资料勾勒出高

原鸟类生态的变迁情况。

性格开朗的王舰艇自小对大自然有强烈

的好奇心，喜欢去草原林间看小鸟、昆虫和花

花草草，尤其对观察鸟类的一举一动入迷。

2003 年，王舰艇在青海湖拍到了一只大天鹅，

其纤细优雅的身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时

不会拍，照片里的天鹅好像一根豆芽菜。”王

舰艇笑着说，正是这次不期而遇，让他决定踏

上职业观鸟之路。

多年来，王舰艇追寻着鸟儿奔走在青海

高原上的峡谷、高山与河流间。凭着长期大

量积累，他成了一位高原鸟类的专家和高原

生态环境的记录者，还为我省的鸟类研究工

作和生态环境部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王舰艇观鸟时注重记录，他发现，近年来

青 海 的 鸟 类 种 类 和 数 量 逐 年 递 增 ，仅 2022
年，他记录到的就增加了 12 种，而针对本土

鸟类的调查和数据积累也见证着高原生态之

变。“诸如黑鹳、疣鼻天鹅、白琵鹭、草鹭、白额

雁、豆雁、鸿雁、细嘴鸥等高原少见的鸟类都

在我省现身，说明青海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吸

引了更多鸟儿栖息停留，民众环保意识也不

断提高，为鸟儿们营造了优良的生存氛围。”

王舰艇说。

从热爱鸟，到记录鸟，再到科普鸟，王舰

艇步履不停，接下来他还要带领团队编撰更

详尽的青海鸟类图册，向世人展示这些高原

的天空精灵，也号召人们科学护鸟爱鸟。

鸟种、数量双增家园和谐美好

大麻鳽、雕鸮、白背矶鸫、凤头鸊鷉、黄鹡

鸰、长耳鸮……

近年来，这些以往难觅踪迹的鸟在我省

频繁现身，也常常在自媒体平台上热传，让人

们认识和了解到它们的来历。

2020 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首次

记录到长耳鸮越冬群体和灰伯劳冬季活动的

情况。监测人员通过对其居留类型分析，发

现祁连山南坡海拔较高，冬季极为寒冷，冬候

鸟及留鸟种类较少，但此次调查首次记录到

18只长耳鸮越冬群体和灰伯劳在两个区域活

动。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 种，分别为

斑尾榛鸡、胡兀鹫、金雕和白尾海雕。

2021 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黄河湿

地首次发现一只火烈鸟一年后，摄影爱好者

又在此发现了一对火烈鸟。火烈鸟是一种较

大的涉禽，对栖息地要求极高，以前在化隆乃

至海东地区鲜有监测拍摄记录。据观鸟协会

调查，这只火烈鸟现身化隆的几天前，曾在格

尔木湿地水域出现。专家根据火烈鸟的生活

习性判断，它现身黄河湿地，可能是当地水域

有适合其生存的食物。

2022 年初冬，西宁市人民公园人工湖内

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鱼类，吸引来两只迁徙

过境的鹗。这一猛禽又名“鱼鹰”，于闹市中出

现尤为罕见，它在公园的人工湖上捕食鱼类时

被发现。“我有幸拍到了大鹗捕鱼，当时只顾

拍，鞋子湿了都没有察觉。”尚剑锋骄傲地拿着

一张鹗叼起一条红色锦鲤的照片给记者看。

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不干扰鸟类，

并努力创造适宜它们生存的环境，也是越来

越多鸟类能够到青海落脚的保证。细心的人

注意到，不论在野外还是市区，鸟类聚集的区

域，几乎都对人类划出了观赏范围，并派人进

行巡护，一些地方还专门安排人投喂食物，还

有不少人自发组织起来维护周边环境卫生。

2023 年伊始，青海湖的大天鹅随着开湖

的壮观景象登上了众多媒体，对当地人来说，

它已是位“老朋友”了，近年来，灰颈鹀、小滨

鹬、草鹭……纷纷来到青海湖，新面孔越来越

多，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反映出我省生物多样

性日渐丰富，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自文明起源开始，鸟类就同人类有着极

为密切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既是为鸟类

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也是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百鸟竞飞百鸟竞飞
家园和美家园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