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从种一棵树到绿一座山，从护一片
林到发展林业经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植绿护绿的奋斗从未停止。

这些年，记者每次到民和采访，行
走于城镇乡村，映入眼帘的总是成片的
林木，最直观的感受是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群众讲的最多的是生态修复、
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的故事。

很多与生态相关的产业建立并发
展起来。除了禹王峡、隆治乡、古鄯林
场，七里寺花海、马场垣牡丹园、下川口
桃花园等，也是当地的知名景点。

作为青海省的“东大门”，如今的民
和县一改往日“硅铁走廊”重污染的形
象，通过植绿增绿不断提升生态“颜
值”，变得更加清新美丽。凭借优质的
水土，农家乐、果品采摘、研学体验等生
态旅游产业也获得发展。

数据显示，2022年，民和县完成上
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国土绿化目标任务
0.92 万公顷，其中工程造林 0.78 万公
顷、森林抚育0.13万公顷。以湟水河流
域南北两山坡面、矿区矿坑复绿及乡镇
山体为重点区域，组织动员全县干部群
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全年完成植树造
林729公顷，栽植苗木103.15万株，18.1
万人次参加。

““人不负青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青山定不负人。。””投投
身植树造林身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造福人民造福人民
群众群众，，民和县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断延民和县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断延
伸伸，，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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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烽

七月的天峻草原绿草如茵，蜿蜒的布哈河

宛如一条绿色丝带，飘落于牛羊成群的草原上。

地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北部

的织合玛乡，是祁连山国家公园边缘和规划中

的青海湖国家公园的重点保护区域，地理位置

十分重要，拥有总面积 8.6万公顷的草场。

织合玛乡六社的天峻县达尔那生态畜牧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尕给加和往常一样在草场上

唱着牧歌放牧。而今，伴随着生态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草原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他说：“从小我们就被长辈们教育‘要保护

草场，不然就要饿肚子的’，那时候还不理解这

个道理，直到自己开始管理草场才体会到，生

态是我们牧民的命根，只有保护好草原生态我

们的生产生活才有未来。”

尕给加记得，大约10年前，他和家人总担心

牧场里的草牛羊不够吃。“因为村里的人口越来越

多，草原上的牛羊也渐渐多了起来，过度放牧使草

场开始退化，许多牛羊夏瘦、秋弱、冬饿、春死，一

些乡亲甚至有了背井离乡的打算。”尕给加说道。

过度放牧、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草场退

化、增收难等困境成为摆在尕给加面前的一道

难题。谋变前行，尕给加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

的命运。为打破“瓶颈”，他积极响应乡政府发

展生态畜牧业的战略要求，于 2011年成立生态

畜牧专业合作社，推进标准化、科学化畜牧养

殖。采用饲草圈养+科学放牧的生产方式，不

仅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还避免了恶劣天气带

来的风险，提升了经济效益。

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尕给加工作之余常坐在草原上尕给加工作之余常坐在草原上

喝奶茶喝奶茶，，看着丰茂的牧场心里是满满的幸福看着丰茂的牧场心里是满满的幸福，，他他

说说：：““我以前没想到我以前没想到，，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创造这么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创造这么

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绿色发展才能给我们长久的幸福绿色发展才能给我们长久的幸福。。””

3322 岁的指合太才让认同尕给加的想法岁的指合太才让认同尕给加的想法，，

他是织合玛乡的一名生态管护员他是织合玛乡的一名生态管护员，，七年来他每七年来他每

日巡护草原日巡护草原，，工作主要是查看草场工作主要是查看草场、、记录野生记录野生

动物动物、、捡拾垃圾捡拾垃圾，，监督执行禁牧和草畜平衡情监督执行禁牧和草畜平衡情

况况，，已对乡里的每一片山林了然于心已对乡里的每一片山林了然于心。。““人对环人对环

境有多好境有多好，，环境就会回报人多少环境就会回报人多少。。这两年这两年，，一一

些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又出现了些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又出现了，，巡护途中遇巡护途中遇

到的次数也比以前多到的次数也比以前多，，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

趣趣，，有时我用手机拍下来回家给孩子看有时我用手机拍下来回家给孩子看，，他总他总

让我带他一起去巡让我带他一起去巡护护。。””

指合太才让发现指合太才让发现，，如今身边关注并参与生如今身边关注并参与生

态保护的人越来越多态保护的人越来越多，，经常有组织或个人自发经常有组织或个人自发

来草原上捡垃圾来草原上捡垃圾。。这些人和草原上的草木这些人和草原上的草木、、动动

物虽然与他素不相识物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却如同伙伴一样伴随着却如同伙伴一样伴随着

他工作他工作，，让他对家乡的绿色发展充满信心且干让他对家乡的绿色发展充满信心且干

劲儿十足劲儿十足。。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草原的产业发草原的产业发

展方式更加绿色展方式更加绿色、、科学科学，，牧民从草原的利用者牧民从草原的利用者

转变为保护者转变为保护者，，通过实际行动将通过实际行动将““绿水青山就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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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睿 通讯员 石延寿 民组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境内，在黄河青海段最后一个峡口——禹王峡，
老党员马进才用20多年种绿了一座山；在南大山森林公园，生态管护员郭玉良见证了数
十年来森林面积的扩大、群众生态保护观念的转变；在“瓜果之乡”隆治乡，返乡创业者霍
延畅种植果树绿化荒山，为生态种植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他们，与全县40多万干部群众为筑牢青海“东大门”生态屏障而奋斗，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变为现实，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绿水青山富民生

2023 年 6 月，中川乡峡口村老党员马进才

与几位村民在禹王峡景区的树荫下乘凉，望着

盛开的月季花，回忆起自己种树的酸甜苦辣，

听闻景区游艇航线于 5 月 20 日正式运营，一个

多月来累计接待游客 5.4 万人次，景区收入约

61万元，感慨万千。

“翡翠色的黄河水，与岸边的绿树红花相映

衬，真是美不胜收。”甘肃省临夏市游客马贵平

一家趁周末来游玩，和记者分享第一次看到这

里黄河水的感受，走在玻璃廊桥上俯瞰黄河的

体验，“脚下的黄河水沉静如海、缓缓东流，让人

有种时间停止的错觉，想要一直留在这美景里。”

很多游客以为这美景源于大自然的馈赠，

而当地人却了解其多么来之不易。“从马老种

活第一棵山杏树，到本世纪初在禹王峡建设打

造民和县三川黄河水利风景区，近 10 年，先后

栽植国槐、云杉、圆冠榆、樱花等乔木 5800 余

棵，栽植山杏 1.28 万棵，绿化面积 9.6 公顷，栽

植月季、水蜡、碧叶矮樱等花灌木 2.6 万多株。

为确保植物成活，2014 年县水利部门在禹王峡

谷北岸修建了蓄水池，架设引水管道提灌黄河

水上山。”民和禹川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生华说。

据张生华介绍，从开春到秋季，迎春、碧桃、

樱花、牵牛、牡丹、月季等相继开放，走在彩色步

道上一路看过来甚是养眼。沿途6个观景台是精

心设置的赏景、拍照点位，赢得游客普遍好评。

景区的发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还带动了相关旅游产业。景区务工人员约 200
名，峡口村的马进荣说：“我们村在家的人，基

本在这打工，种花浇水维修设施这样的活儿对

大家来说不难，我已经做了两年，每天工资 100
多，在家门口能挣这个数真是不少哩。”景区

外，有两家农家乐重装营业，老板说因为生意

好，今年扩大了营业面积，有时仍供不应求。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再到一个景区，从荒山

变绿再到村民增收，历经近 30 年的变迁，禹王

峡从“十公里外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成为

热门景点，绿色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绿荒山，峡口风姿引客来

“以前砍树，现在争着种树，你当是为啥？”

我们从古鄯林场马家石磊管护站生态管

护员那里找到了答案。

民和县南大山省级森林公园面积 2.52 万

公顷，东与川官公路相邻，南与白家寺村和大

滩村交界，西临南大山主山脊，北与中坝藏族

乡接壤。在满坪、古鄯、西沟、塘尔垣四个国有

林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

57岁的郭玉良已在站工作 30多年，他是古

鄯镇郭家山村人，如今与 5 名同事负责巡护工

作，他说：“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常常在晚上蹲

守抓盗伐，后来盗伐的没了，开始植树造林，我

们就看护树苗。”

民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站站长朱军虎告

诉记者，当时盗伐树木主要用于建造房屋或制造

家具，随着群众居住条件改善，建造材料升级，这

种情况逐渐减少。国土绿化、天然林保护等工

程的实施使森林资源得到保护和恢复，植树造

林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植树造林前，因为砍伐树木、随意放牧，

山上的植被受到破坏，不少村民为让牛羊吃

饱，怕树占了长草的地方，不愿让我们在坡上

种树。”郭玉良回忆道，那段时间县林业干部职

工和村里的党员经常进村入户，给村民讲政

策、讲道理，看着种了树的区域植被有效恢复，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饲草养殖的方式让畜牧业

效益不减反增，村民的态度从抵触转为支持，

植树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经过数十年持续奋斗，南大山天然林区已

成为省内外群众休闲避暑的胜地。夏日，置身

于林区中，随处可见芍药、贝母、桃儿七、长瓣

铁线莲、黄花绿茸蒿、金露梅、陇蜀杜鹃等各色

山花，被誉为民和“后花园”。好风景辐射带动

了乡村农家乐、土特产种养殖、民俗旅游业的

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村

民心中。目前，古鄯、西沟两个国有林场改革

补助资金项目已开工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廊

厅、步道、民俗竞技场等旅游辅助设施，为进一

步提高森林生态旅游品位奠定基础。

转方式，绿色发展森林美

绿化荒山绿化荒山，，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转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变经济发展方式，，村庄焕发出蓬勃活力村庄焕发出蓬勃活力。。

隆治乡地处民和县东南部隆治乡地处民和县东南部，，素来有素来有““瓜果瓜果

之乡之乡””的美称的美称，，““我们这水土好我们这水土好，，有的苹果树有的苹果树、、梨梨

树树龄已过百树树龄已过百，，红星苹果红星苹果、、软儿梨软儿梨、、桃子等省内桃子等省内

闻名闻名，，也是我们的发展优势也是我们的发展优势。。””隆治乡乡长王燕隆治乡乡长王燕

对种植产业的信心对种植产业的信心，，既基于历史积累既基于历史积累，，也来自也来自

当下村民的愿景当下村民的愿景。。

白武家村党员霍延畅四年前流转了村里白武家村党员霍延畅四年前流转了村里 2020
多公顷荒山土地多公顷荒山土地，，““我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我在村两委的支持下成立了

民和延昌种植专业合作社民和延昌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的水土条件适我们的水土条件适

宜种植果树宜种植果树，，起初我把起初我把 88 公顷多的地种上了杏公顷多的地种上了杏

子子、、黄桃黄桃、、苹果苹果，，今年开始见效益今年开始见效益，，剩下的剩下的 1010 多多

公顷地已经平整出来了公顷地已经平整出来了，，打算种上新品种打算种上新品种。。””

20222022 年年，，合作社开展了几次采摘活动合作社开展了几次采摘活动，，游游

客对果子的质量给予肯定客对果子的质量给予肯定，，线上销售供不应线上销售供不应

求求。。有了前期的有了前期的““实验实验””成果成果，，霍延畅发展果树霍延畅发展果树

种植业充满信心种植业充满信心，，他还种植了籽瓜他还种植了籽瓜、、南瓜等林南瓜等林

下作物下作物，，并计划开展禽类养殖并计划开展禽类养殖。。““在家的村民多在家的村民多

是老人是老人，，种果树的经验丰富种果树的经验丰富，，正是我需要的人正是我需要的人

才才。。””霍延畅告诉我们霍延畅告诉我们，，他在外地打拼多年后回他在外地打拼多年后回

到家乡到家乡，，进村时见到这座荒山的第一想法就是进村时见到这座荒山的第一想法就是

用挣到的钱把它变绿用挣到的钱把它变绿，，改善村子的人居环境和改善村子的人居环境和

““颜值颜值””。。时至今日产业发展的成果令他惊喜时至今日产业发展的成果令他惊喜，，

也让村子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也让村子的未来有了更多可能。。

据王燕介绍据王燕介绍，，近年来近年来，，隆治乡以高效特色隆治乡以高效特色

种植种植++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农业现代化为载体农业现代化为载体，，立足自然立足自然

禀赋和地理优势禀赋和地理优势，，发挥果林经济引领作用发挥果林经济引领作用，，打打

造了软儿梨造了软儿梨、、苹果苹果、、葵花葵花、、油菜花等一系列特色油菜花等一系列特色

种植品牌种植品牌，，建立起软儿梨果酒厂建立起软儿梨果酒厂、、水果冷藏库水果冷藏库

等一批增收增效项目等一批增收增效项目。。在提升群众收入的同在提升群众收入的同

时时，，进一步扩大了隆治果品进一步扩大了隆治果品、、果花影响力果花影响力，，逐步逐步

形成了苹果园形成了苹果园--梨花园梨花园--葵花园精品连片生态葵花园精品连片生态

旅游线路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旅游投资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旅游投资，，带动带动

村民多渠道就业创业村民多渠道就业创业。。

端午过后端午过后，，白武家村的果树上缀满果子白武家村的果树上缀满果子，，

生机勃勃生机勃勃，，霍延畅看着满山绿色振奋不已霍延畅看着满山绿色振奋不已，，他他

相信这绿水青山定会让他和乡亲们收获美好相信这绿水青山定会让他和乡亲们收获美好

生活生活。。

显优势，植绿家乡产业兴

南大山里的野生杜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