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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海省来说，草原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被誉为地球的“皮肤”，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多重功能。

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原管理重视生产功能高于生

态功能，开发利用过度，加上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部

分草原出现退化、沙化、黑土滩等现象，草原得了“皮

肤病”。

根治“皮肤病”就要处理好草原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这是摆在泽库县面前的一个难题。

“积极融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泽库县给出的答案。

2020 年，泽库县申报了措日更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得到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这是我国启动的

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同时批复试点的

还有门源回族自治县苏吉湾、河南蒙旗阿木赫、班玛

县红军沟。

措日更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设立，加大保护修复力度，

在维护草原健康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可持续的利用活动，

以“牧游结合”“生态带动”的方式，探索了保护草原和可

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站在措日更山顶，放眼远眺，措日更湖犹如草原

上一颗湛蓝的明珠，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粼粼波光。

湖水溢出湖面，在草原上缓缓流淌，最终汇入泽曲河。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打造国家草原自然公园

试点，一方面是景观资源丰富独特，这里是泽曲河上游

的一片河谷地，生物多样性丰富，有 200 多种牧草，还

有各种珍贵稀有动物，是野生动物和人类和谐共处的

天然乐园。另一方面，这里休闲潜力巨大，距离县城不

足十公里，阿赛公路穿境，境内水草丰美，整个公园处

在山、水、城的紧密环抱之中，是泽库县发展旅游的重

要组成部分。”泽库县草原工作站站长斗尕杰布说。

措日更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启动之后，泽

库县在恰科日乡措日更村实施了毒害草治理项目，新

建了桃形立柱护栏网，新建了大型户外标识标牌，展

示公园的地理位置和建设的功能区划。

今年，泽库县将进一步完善公园功能实施，在有

效保护措日更湖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完整性的前提

下，适度开发当地草原资源、景观资源和文化资源，打

造自然教育基地及旅游观光胜地，依法开展草畜平衡

基础上的适度放牧、生态旅游、草原民族民俗文化体

验等活动，建设必要的保护、修复、科研、游览、休憩和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草原自然公园是实现草原生态、生产、生活功能的

有效载体，要在保护与开发中寻求“三赢”的平衡点。

草与人：
生态带动 寻求“三赢”

青海牧区最常见的景致就是河流与草原，泽库县地处森林与草

原的过渡带，境内群山连绵，逶迤起伏，沟谷相间，滩地开阔，地貌复

杂多样，泽曲、巴曲、麦秀河贯穿县域，水资源十分密集。

水资源丰富对于草原来说本该是一件幸事，然而在泽库县却是个例

外。发源于宁秀乡仁宗村的次哈吾曲为巴曲一级支流，黄河的二级支流，

流经和日镇，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牧草良种繁殖场附近流入巴曲。

“过去，次哈吾曲河水泛滥，每年夏季都会发生汛情，年复一年，

很多地方河道宽度比原先增加了一倍之多，最宽处达到了 100 多

米。增加的河道基本上是两岸的草原，直接损害了牧民群众的利

益。”泽库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水保站站长拉龙说。

次哈吾曲既是和日镇牧民群众人畜饮水的水源地，还是西部四

个乡镇农田灌溉的重要水源。这些年，随着冰雪融化和降雨增加，次

哈吾曲水流量猛增，冲刷草原，破坏草场，并在草原上形成新的河道，

牧民利益受损，叫苦不迭。

2022 年，泽库县按照水利部和青海省水利厅的要求，争取项目资

金 9505 万元，开展了次哈吾曲河道治理，石笼网箱、河道疏通一大批

项目相继实施，还在河道两岸设置了牛羊通道。

其实，对于草原而言，河道治理不好会破坏草原，破坏草原原生

植被，后期要想在治理恢复就难上加难。河道如果治理好了则是另

一番景象，草原上出现一片片沼泽湿地，牛羊漫步，候鸟栖息，呈现一

幅生态画卷。青海泽库泽曲国家湿地公园就是最好的佐证。

泽曲河属黄河一级支流，是泽库县最主要的水源地，泽曲河又有

大大小小 30 多条支流，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地表，在草原上形成

了一片片湿地。

2015 年，泽曲国家湿地公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为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2019 年开始启动了 3 个中央财政林业发改资金湿地补

助项目，项目总投资达到 1500 万元，围绕湿地保护、湿地修复、科普

宣教和科研监测四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20 年 12 月通过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成果的背后都有坚守的背影。牧人多杰

就是泽曲河最忠实的坚守者。

泽曲河流经多禾茂乡秀加村时，形成了一片湖心岛，周边分布着

大片湿地草甸，岛上生活着黑颈鹤、黑鹳、灰雁等国家级保护鸟类。

这片区域正是多杰老人的牧场，老人为这片区域取名为“金滩鸟岛”。

20多年的守护，多杰老人深知鸟儿才是自家草场的主人，只有鸟

类更多，草原的环境才会更好。这些年，多杰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修建

了金滩鸟岛观景平台，在金滩鸟岛水域附近自行修筑了堤坝，拦截水

流，为鸟类繁衍栖息创造良好的环境。还动员村民一起保护泽曲草

原的湿地及河流。

据国家权威生态资料显示，这片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好，生物物种

多样性丰富，有黑颈鹤、黑鹳等珍稀物种分布，在区域生态环境中发挥着

应有的生态效益和功能，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今年，泽库县将以金滩鸟岛所在的广阔湿地区域，积极申报官秀

省级湿地公园，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打造新生态文明新高地。

草与水：
草原保护 治水先行

对于泽库县而言，草原“生病”的主要表现在于鼠害，进

而导致黑土滩。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询问过一些老牧人，他

们对于黑土滩形成的原因，都认为是鼠害，“如果一片草原鼠

害泛滥，那这片草原就距离黑土滩不远了。”

如何看待一片草原是否鼠害泛滥，牧人常用的方法就是

数一数老鼠洞，如果每亩草原上的老鼠洞超过 100 多个，那

就是属于鼠害严重区域。

记者跟随热旭日村党支部书记尕藏冷知布在村里公用

草场转了一圈，草场上每隔两三步就有老鼠洞，每个老鼠洞

周边都会紧挨着出现两三个老鼠洞。老鼠洞附近的原生草

被破坏，出现了零星的沙土。

“老鼠在地下咬断牧草的根茎，老鼠洞多的区域就会出

现牧草大面积枯死。如果这些老鼠洞点连成面，就会出现大

面积的黑土滩。”尕藏冷知布望着远处正在灭鼠的村民，意味

深长地说。

其实，就目前情况来看，泽库县草原系统已经有了很大

的改善，持之以恒开展草原灭鼠与黑土滩治理，草原退化的

现象得到了控制，并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了 20 多年村党支部书记的尕藏冷知布清晰地记得，

草原退化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承包到户，激发了

牧民养殖热情，村里养殖的牦牛达到了 6000 多头、藏羊 1 万

多只。草原上到处是牛羊，野生动物消失不见了，黑土滩面

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热旭日村草原的状况恰恰也是泽库县草原生态系统的

缩影，更是三江源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写照。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环境之下，冰川融化，草场退化，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

可能阻止这种现象，尽管这些年相继实施了一大批草原治理

项目，但恢复的效果依然缓慢，恢复后的草场远不如之前。

记者在和日镇唐德村看到了一片治理后的草场，种草禁

牧三年，牧草已经长到了膝盖处。距离这片草场 10 公里处

是王加乡旗龙村，有一片草场，2019年就实施了治理，然后禁

牧三年。如今又重新变成了黑土滩，还需要继续治理。

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李勇昌介绍，就目

前全县情况来看，集中连片的黑土滩已经治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一些就是坡度较大的黑土滩，治理难度比较大。

因此，从政府层面而言，每年投入草原治理的项目有限，

应当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草原治理项目，督促项目落

实，使得项目投入和资金使用更加精准，让每一分钱都用在

刀刃上。

对牧民群众而言，一方面要不断加大黑土滩治理后管

护，尤其是公用草场，就目前情况来看，黑土滩很大程度上出

现在每个村的公用草场。另一方面，应牢固树立草原保护意

识，让牧民群众了解草原不仅关乎生态系统，更加关乎畜牧

业生产活动，只有草原变好，草质变优，牛羊才能肥壮。

草与鼠：
草原覆绿 灭鼠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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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藏语意为“泽曲谷地”，

全县地处三江源生态自然保护

区，平均海拔 3700 米，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尤其是草地资源，反复

出现黑土滩、沙化、鼠害等问题。

这些问题就像是“皮肤病”，

让草原满目疮痍；这些问题更像

是“传染病”，一旦预防不住，草

原就会成片成片出现退化沙化。

泽库县草原的这些问题是

我省牧区面临的共性问题，出现

问题的原因大致相同，无外乎气

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面对共性问题，泽库县既有

“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

这些年，泽库县按照国家相关政

策，全面实施了三江源生态保护

与建设一期和二期工程，实行了

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的财政奖

补政策，草原生态明显好转，但

整体依然脆弱。

为此，从 2021 年开始，泽库

县 全 面 推 行 林 草 长 制 ，构 建 了

“县、乡镇、村、社四级+生态管

护员+牧户”的森林草原资源保

护管理和建设利用模式，建成草

原监测点 22 个、森林草原保护

站 8 个，对县域森林草原生态保

护建设工程区、禁牧休牧区及防火区、森林

草原鼠虫重点发生区域进行重点监测，确保

了草原生态安全。

此外，泽库县建立了高寒牧区绿色防控

草原虫害标准化示范区，形成了一套适用于

青海高寒地区的草原虫害绿色防控标准化

体系并进行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其经济、生

态、社会效益显著，为今后开展高寒牧区草

原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控工作提供了一套高

效、先进、精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集

成技术和管理模式。

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这还远远不够。

毕竟政府的力量、资金都是有限的，偌大的草

原如果仅靠生态管护员来管护，力量明显不

够。政府要做的就是引导牧民树立主人翁意

识，让草原上多一些像多杰老人一样的牧人。

我们不奢望每个牧人能像多杰老人一样，

20多年初心不改，信念坚定；也不希望看到，头

一年政府投入财力物力治理黑土滩和草原沙

化，第二年就将牛羊赶到草场里。

采访中得知，草原黑土滩和沙化很大一

部分出现在每个村的公用草场上，仔细思考，

也能明白其中缘由。牧民想着将自家草场节

省下来，以应对雪灾等突发情况，公用草场就

出现牲畜数量过度，进而出现草原危机。

因此，草原治理关键还是在大家，心往

一处想，才能治疗“皮肤病”，让草原光鲜靓

丽，预防“传染病”，让草原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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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草原灭鼠。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远眺泽曲草原远眺泽曲草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公保安加 摄摄

穿过郁郁葱葱的麦秀林场穿过郁郁葱葱的麦秀林场，，翻翻
越雄伟苍翠的麦秀山越雄伟苍翠的麦秀山，，目光所及是目光所及是
广袤无垠的泽曲草原广袤无垠的泽曲草原。。时令虽已至时令虽已至
立夏立夏，，草原上却是一副寒冬的景象草原上却是一副寒冬的景象，，
背阴处的草原还有一层薄薄的积背阴处的草原还有一层薄薄的积
雪雪，，向阳处的牧草奋力汲取夏日的向阳处的牧草奋力汲取夏日的
阳光阳光。。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是三江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是三江
源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源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境内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河流湿地密河流湿地密
集集，，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属于青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属于青
海省三江源水源涵养重要区中的海海省三江源水源涵养重要区中的海
东东--甘南高寒草甸草原水源涵养三甘南高寒草甸草原水源涵养三
级功能区级功能区。。

这些年这些年，，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加之畜加之畜
牧业生产活动牧业生产活动，，草原生态系统不可草原生态系统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危机避免地出现了危机，，集中表现在鼠集中表现在鼠
害及黑土滩害及黑土滩，，泽库县也不例外泽库县也不例外。。

拯救泽曲大草原拯救泽曲大草原，，泽库县义无泽库县义无
反顾反顾。。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更是关键之更是关键之
年年，，泽库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泽库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明思想，，牢固树立牢固树立““三个最大三个最大””省情省情
定位定位，，坚定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山””理念理念，，拯救泽曲草原大会战走深拯救泽曲草原大会战走深
走实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