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青海省首个乡村振兴+生态清洁
试点示范项目即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景阳镇小流域项目落户西宁。该项目将打造

“一带一廊两核三片多点”的总体格局，建成
绿色生态、产业融合、高端高效、特色鲜明的
沟域产业经济带和路域生态景观廊；建设以
传统村落为蓝核、高原美丽乡村为绿核集水
源涵养、生态修复、田园风光为一体的项目；
围绕大寺村、小寺村、山城村、大寨村、金冲
村、水保监测站等多节点展开施工。将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50平方公里，主要涵盖工程、林
草、封育治理、保土耕作、人居环境整治和智

慧水保等六大内容。实现生态资源保护、水
土保持工程、基础设施和人居配套整合推
进。提升生态景观、农村水系整治和人居环
境品质。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小流域综合治理
的深化与发展,对保护涵养水源、复苏河湖生态
环境、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重要作用。

西宁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科学谋划
推进实施大通县景阳镇小流域项目，在保护流

域生态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乡村振兴。
通过立足遵循规律、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生态文明理念，统筹推进治山保水、治河疏
水、治污洁水、产业发展等事业；根据流域水土
流失治理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示范带
动、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有力有序推
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的独特优势，探索让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在当地党委和政府
领导下，构建水利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
联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进一

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共建共享的管理机
制。

进一步夯实乡村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基础，
实现“水保打基础、产业促发展、群众得实惠”
的美好愿景。有效保护小流域内水土资源，实
现流域水系通畅洁净，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
使水土资源利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相适
配，培育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增强群众生态
保护意识，基本实现山青、水净、村美、民富的
目标。以点带面，为全省推广实施生态清洁小
流域项目建设积累成功经验，助力青海省水土
保持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延平

让绿色成为协同发展的底色

本报记者 栾雨嘉

四月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春意

盎然，记者在前往沙珠玉乡的路上发现，

春风拂过后，杨树慢慢长出嫩芽，在树梢

上留下了一抹淡淡的绿色。

望着眼前成片的树林，今年 71 岁的

下卡力岗村村民豆格才让回忆说：“别看

现在这里是一片‘绿海’，在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沙珠玉每年春秋两季一场风一刮就

是两三天，一觉醒来人被流沙困在屋子里

的事情时有发生，里头的人只好从窗户爬

出来。”

作为曾经青海有名的沙患之地，肆虐

的风沙，严重困扰着沙珠玉人的生活。“每

年春天，地里的种子要播两三遍，播一次

被风刮走一次，播一次再被黄沙盖上一

次，我们种地就难啊。”豆格才让说。村民

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防

沙治沙、植树造林，从根源上治理沙化，那

么即使举家搬迁也是治标不治本。

下卡力岗村党支部书记山珠加说：

“虽然当时我年纪小，但依旧记得二十多

年前的村党支部书记带党员挨家挨户动

员村民种树的火热场景。”

而在此过程中，发出的也不尽是赞同

之声。

“投入资金种树，可万一失败没有收

益怎么办？”

“没有种植经验，这些树苗可怎么成

活？”

村民们表达的疑虑与担忧，也是摆在

党员干部面前的现实难题。确实，种树需

要资金、技术、经验、劳动力以及百折不回

的坚持，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挑

战。

然而，为了完成植树造林造福子孙后

代的伟大事业，从 1985 年开始，下卡力岗

村党支部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将周边

村镇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的成功案例、典

型经验细细讲给村民们听。同时，党员也

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种树，采用在沙

子上植树加种草为主、栽植枸杞林为辅的

方式来治理黄沙。

“下卡力岗村的 30 多名党员都发动

全家人一起种树，‘传帮带’的治沙精神就

是从那时候形成的，一代一代延续至今。”

山珠加说。

在治沙的过程中，干旱缺水是制约下

卡力岗村扩大植树规模的最大困难。为

了突破这一难关，1990 年，全体村民积极

克服困难，愣是在荒漠中建起了节水蓄水

的水库，村里的每位党员要认领五公里水

渠进行维护。今年 72 岁的老党员先巴太

说：“巡护五公里路程不短，我每次都要走

好久，但一想到能让家园变绿变美，我就

觉得付出一切都值得。”

时光如梭，二十年的治沙征程已让绿

意浸染在村子里，也在每个人心间扎根，

年轻的村民自觉传承着老一辈党员们艰

苦奋斗、不畏艰险防沙治沙，造林绿化的

接力棒，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文

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绿色

宜居家园。

春日沙珠玉
娓娓叙绿意

本报记者 何敏

4 月中旬，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朵家沟道路

两侧栽种的成片桧柏生机盎然，周边已覆土种

草的巨大山体，展现出旺盛的绿色生命力。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矿区生态修复

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

来，海东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宜山则山、

宜草则草、宜林则林”原则，从筑牢制度保障、健

全长效机制、因地制宜施策三个方面开展废弃

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

在大力推进全市废弃露天矿山、砂石场生

态修复和整治的工作中，海东市建立了市级领

导带头落实生态修复分片联点包干负责制，将

祁连山南麓海东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实行相关单位联

点监督检查制、综合整治进度周报制、整治后期

管护属地负责制等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统筹协

调、建档归档等六项工作机制，将任务图表化、

措施手册化、主体责任清单化、常治长效机制

化，推动形成了市级统筹督导、部门行业指导、

县区狠抓落实的工作体系，为矿区生态保护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海东市对祁连山南麓海东片区 262 个问题

图斑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图斑整改清

单，市县区合力攻坚，一矿一企定方案，一斑一

点抓落实，通过回填覆土、刷坡植绿、渣堆清理

平整等措施整治问题图斑，通过了省、市、县三

级验收。对 10 家停产整治矿山、17 家关停退出

矿山、9家废弃矿山和 2家交通、水利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设置的临时砂场等 38 家企业的整治现状

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研判。制定《祁连山南麓

海东片区生态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0-
2023 年）》，依法督促各企业落实填坑复绿，全面

开展闭坑治理、覆土复绿、矿权处置等恢复治理

工作。

同时，注重结合区域规划和当地群众的意

愿开展生态环境整改，通过对废弃矿山实施安

全隐患排除、废渣废石清除、复垦复绿和道路通

畅，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恢复生态面貌，为“受

伤”山体重披绿装。

朵家沟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项目是祁连

山南麓乐都片区问题图斑整治的重点项目，区

内不仅先天生态条件脆弱，还因历史上矿产资

源开采形成了多处山体滑坡、岩体崩塌等地质

安全隐患，原始植被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可谓

是生态修复工程中的“硬骨头”。

据朵家沟整治项目施工方经理、青海中煤

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李生峰介绍说：“朵家

沟只有一公里长，却涉及 11 个问题图斑，我们根

据每个山体的实际情况，‘一斑一策’科学制定

治理方案，优化树种、草种保证存活率，也努力

提升这一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按照祁连山南麓乐都片区问题图斑整治领

导小组的工作部署，为抢抓高原植物生长的有

利期，管辖区内包括碾伯镇朵家沟项目在内的 3
个项目，采取边治理边优化方案的工作思路一

齐施工。首先开展了危岩清理、不稳定斜坡削

坡、坡面修整、坡脚支挡 4 项工程，把 11 个整治

图斑划分为 12 个整治区，将其上部山体基岩坡

面（80 度）降低 50%，并创新“穴播”种植方式，首

次采用“乔+灌+草+蕨”复合型种植法，完成了

21.3公顷绿化，播种草籽和柠条种子 9.9吨，栽种

沙柳约 22 万株。布设安装灌溉系统管线 18.4 千

米，采用土壤培肥、修建坡面网格状排水渠、铺

设可降解无纺布、分梯次建设储水池与铺设喷

淋设施等举措，解决了高原水土易流失、土壤易

板结的问题。经检验，修复区复绿率高出规定

标准 20％。

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治本

之策，有效推动绿色矿山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题中之义。为避免新的破坏行为发生，海

东市全面规范矿业开发秩序，持续加大全市绿

色矿山建设工作，加强矿山执法动态巡查，做到

专项治理整顿与常年动态巡查相结合，强力推

进整改完成的矿山后期养护和管理工作。

海东市平安区小峡镇西上庄村附近的石沟

峡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进行采石造砂活动，

污染河流，造成生态破坏。为彻底解决西沟峡

矿山开采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平安区进行了

西沟峡砂石企业开采区集中治理，对砂石企业

的生活区、加工区和矿区进行了恢复治理。期

间，拆除采石场 8 家、加工企业 13 家，注销采矿

权 8 家，并按照“边整改边恢复”的原则，恢复土

地 13.15 公顷，铺设人工草坪 2 万平方米，清理河

道 3.4 公 里 ，修 复 平 整 道 路 6 公 里 ，种 植 树 木

1.7万余株。

2018 年，原有 8 家采石场矿权整合工作顺利

完成，获得西沟峡整合矿权的企业按照绿色矿

山建设标准，以“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的原则进

行开采和恢复。采用挂网喷播等先进技术，对

采石场矿区平台进行了整修，完成了边坡台段

挂网喷播 8.6 万平方米，开采平台覆土绿化 5.7
万余平方米，种植云杉 5 万余棵，大叶榆、丁香等

乔、灌木累计 20 余万株，红柳 50 万株，累计绿化

植被投资 1450 万元。实现砂石资源开发利用与

矿区生态同步、协调建设，不但提高了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水平，而且让生态环境得到了治理

恢复和有效维护。

小桥、凉亭、彩虹滑道、游乐场……4 月的互

助土族自治县卓扎滩景区春光灿烂，景区欣欣

向荣的氛围展现出乡村生态旅游业的勃勃生

机。

“你想不到吧，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采砂

场，风一吹全是土，我们平时都很少开窗户，村

道两边人家的围墙都是黑的。”卓扎滩村村民王

祥钰回忆说。由于开采缺乏管理，村民备受粉

尘和噪音的困扰，村里曾经清澈丰沛的河水变

得浑浊，水量也明显减少。

“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

身就是一种经济，保护生态，生态也会回馈你。”

“都说靠山吃山，可怎么吃却有大学问，以

前村里开采砂场看着是赚钱，其实眼窝太浅，破

坏了村子的生态环境，也就能富那么几年，实际

上把以后发展的路给挖断了。”村党支部书记颜

章东说道。他们采用“政府+村集体+企业+合

作社+村民”的创新运营模式，大力开展矿区生

态整治修复，投资 4500 万元在闲置采砂场原址

上建成了卓扎滩原生态景区，并全面推进村庄

改造工程，通过民俗旅游和乡村旅游绿色发展

方式，使过去“脏乱差”的村庄，一改旧貌处处洁

净美观；曾经尘土飞扬的砂石场，变成了广受欢

迎的游乐场……一年年的变化让村民享受到优

美的生态环境，也因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鼓起了

“钱袋子”，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

发展的高歌猛进。”矿区修复与治理是一项打基

础、立长远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必须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奋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推

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

新成就，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青海篇章。

矿区复绿，生态美景颜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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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无限好，花
儿竞相开。

4 月 的 青 海 大
地，梨花、杏花、桃花
开 得 正 艳 ，梨 花 如
雪，杏花如雨，桃花
如霞，把大美青海渲
染得美轮美奂。外
出赏花的群众络绎
不绝，流连花丛中感
受着美好生态环境
的繁花胜景。

本报记者 陆广涛
通讯员 石延寿 摄

水磨沟融江砂石厂恢复治理后的景象。 海东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