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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第一湾。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漫步

奔驰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凝望

博弈

“爱心萌物”
藏原羚

本报记者 张多钧

7 月 26 日，为期四天的第六届亚

洲水源“感恩母亲”长江节祭水活动开

幕，活动现场，国内生态文化领域“大

咖”齐聚索布查叶山下，共同研讨长江

水源生态环境保护。

然而，谁能想到如此规模的活动，

主办方是名不见经传的村里志愿服务

队——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多彩乡

达生村索布查叶水源保护志愿服务队。

“绿水青山不是原本就有的，都是

保护起来的。作为一名源头牧人，保

护好母亲河，守护好这片水源，是我们

每个人的责任。”当问到成立志愿服务

队初衷时，负责人江永才仁不假思索

地说。

索布查叶地处玉树藏族自治州治

多县多彩乡达生村境内，藏语中是蒙

古俊美汉子的意思，是长江与澜沧江

的分水岭，也是长江源区最长、最大、

最典型的一块古冰川，至今已有一万

多年的历史。

索 布 查 叶 山 下 有 三 个 湖 —— 红

湖，马的灵性之湖；白湖，羊的灵性之

湖；黑湖，牛的灵性之湖。

关于“索布查叶”的由来，当地流

传着很多故事。相传，蒙古国曾想统

治这片地区，但神山抵抗蒙古骑兵，很

多战马患病死了，最后他们祭拜神山，

将马头祭祀在这里，治好了患病的战

马，因此起名为“索布查叶”。还有一

种说法，索布查叶是西藏当雄雪山宫

哇桑布的儿子，它象征着地位、财富、

希望，关于索布查叶至今流传着一句

谚语：“一个国王拥有什么，索布查叶

就拥有什么。”

不管传说和历史如何美丽，当地

牧人保护的初衷更像是孩子对于母亲

的守护。索布查叶冰川孕育了多彩河

和恩钦河，两河交汇成了聂恰河，汇入

长江。聂恰河作为治多县母亲河，养

育了嘎嘉洛草原上的牧人。感恩奋进

的嘎嘉洛牧人自觉担负起守护母亲河

的重任。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2010 年，达生

村 6名牧人自发捡拾河源垃圾，保护村

内的泉眼。一直到 2016 年，6 名牧人

捡 拾 了 160 多 辆 卡 车 的 垃 圾 。 2018
年，村里的 12 名牧人决定成立了索布

查叶水源保护志愿服务队，开展水源

保护与水源观测。

6 年时间中，他们记载了 767 处泉

水，记录了 70个水源的经纬度、水源宽

度、深度、水质变化……翻看“索布查

叶”水源观察手册，索布查叶水源保护

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用自己的方式，让

每一处水源都有了专属的“身份证”。

达生村内有一处志愿服务队展览

馆，馆内挂满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步入

其中，仿佛置身在一片“青山绿水”的

海洋里。

展览馆的正中间，两张特殊的手

绘地形图藏着索布查叶水源保护志愿

服务队命名的由来：志愿队以大山为

名，希望引起当地群众的重视，和他们

一道保护大山、保护家乡的生态。

展览馆内，一个上下三层的简易

木架上，摆放着数张关于索布查叶古

冰川遗址的照片。“发现的时候，我们

都很震撼，我们看到的是冰舌消融后

自然出土的野生动物尸骸和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箭矢。”江永才仁说。

如今，这些照片除了能让人了解

到远在千年前的历史往事，更多地被

赋予了教育意义，那就是提醒后人，要

时刻敬畏大自然，始终传承祖辈保护

生态的良好品格。

展览馆四周的墙上挂满了野生动

植物和自然风景照片，这些照片的背

后是志愿队队员的付出与坚守。

今年 22岁的才仁闹布是志愿服务

队的“老人”了。2018 年志愿服务队成

立时，还在上高中的才仁闹布主动加

入志愿服务队，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即便是学业紧张也

从未想过放弃。

“在我们藏族的说法中，水代表着

母 亲 ，山 代 表 着 父 亲 ，山 水 养 育 了 我

们，我们也有祭祀山水的传统。这次

活动中就安排了祭祀山水的环节，就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大家保护

山水、爱护山水，守护我们的母亲河。”

才仁闹布说。

2019 年，在才仁闹布的影响下，父

亲周尕也加入到志愿服务队，父子二

人齐心协力守护山水。今年，才仁闹

布从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毕业，他

说，今后无论走上哪个工作岗位，都会

将这份事业干下去。

如今，索布查叶水源保护志愿服

务队队员从成立之初的 12 人，发展壮

大到 139人，其中有高中生、大学生、牧

民，有些甚至全家参与。他们保护水

源的范围也从起初的达生村延伸到多

彩乡全乡区域，每年七八月份，志愿服

务队会在达生村举办感恩母亲祭水活

动，从 2018 年志愿服务队成立至今已

连续举办了六届。

2021 年长江源综合科考队在索布

查叶科考时，发现这处长江源区古冰

川遗址，冰舌从海拔 5876 米的嘎拉雪

山 群 山 顶 延 伸 至 长 江 一 级 支 流 聂 恰

曲，其间的灰岩地貌被冰川侵蚀成一

条长近 20 公里的冰谷，这是第四纪冰

期被冰川长期覆盖留下来的遗迹。

据了解，因为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

并达到临界高度，形成了高原季风，进

而改变了北半球大气环流，便形成了索

布查叶冰谷。如今，随着全球气温的暖

湿和间冰期的到来，冰舌逐渐消融。

这也是志愿服务队队员最担心的

事情。每年 3 月和 9 月志愿服务队会

对冰川进行检测记录。

索布查叶水源保护志愿服务队索布查叶水源保护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长江——中国第一长河。因

其源头在藏语中被称为“治曲”——

“治”为母牛之意，“曲”是江河的称

谓——故被称作“母牛河”。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

县是长江发源地，素有“万里长江

第一县”美称，处在三江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和

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三重叠

加”的特殊地理区块。

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治多县

立新乡叶青村环绕山体构成一个

完美的弧度，形成了今天的网红

打卡地——万里长江第一湾。

万里长江第一湾地形奇特，

山水融合，呈现出自然风光的和

谐 之 美 。 距 离 万 里 长 江 第 一 湾

60 公里，有治多县规模最大的古

墓、岩画、细石器取材点及原始柏

树林等文化景点，是文化研究和

地理考察的重要地区。

万里长江第一湾所在地的叶

青村人文景观众多，游牧文化厚

重，在 2020 年被列入全国第二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和青海省第

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2021
年，列入乡村振兴“百乡千村”示

范村之一。如今，万里长江第一

湾生态旅游资源成了叶青村除畜

牧业以外的另一个支柱产业。

万里长江万里长江
第一湾第一湾

我公司因工作需要，启用了以下

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此印章仅

作为项目工程技术、质量、竣工验收

资料专用，其他用途无效。该章不作

为财务和经济往来印章使用，不作为

项目签订各类合同以及收据、借据、

欠条、领条、成本、资金支付、结算凭

证等一切经济类文件资料签章使用，

如 有 以 上 行 为 ，概 不 代 表 本 公 司 行

为，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我公司概不

承担。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完毕之后，

印章自动作废。

特此公告。

附：启用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

清单如下：

1. 中天集团青海分公司海东市

乐都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

工程项目部；

2. 中天集团青海分公司中房·东

方云锦一期二标段项目部。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6日

关于启用工程项目部
技术专用章的公告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东监管分局批准，同意青海海东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高庙支行变更机构住所，并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青海海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庙支行

机构编码：B2030S363210011

许可证流水号：01034788
批准成立日期：1953年 08月 01日

机构住所：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东村 401 号

发证日期：2023年 08月 15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海东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公告

（上接第一版）同年 4 月，省委省政府正

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立

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体制试点

领导小组，印发《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方案〉的部署意见》，明确任务

书、时间表、施工图，将这项“天字号”工

程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重要行动，全力探索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实践，一场关乎三江

源地区自然生灵万物、乃至下游数亿人

口的深刻变革就此启动。

体制试点期间，青海按照试点方案

大力改革创新，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

相结合，着力破解制约三江源国家公园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困难。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管

理保护的原则，针对体制试点范围内 6
类 15 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

块管理、互不融通的体制弊端，进行功

能重组、优化组合；

按“一园三区”布局，将分散在林

业、国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部门

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划归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有效解决“九龙治水”，完

成了国家公园“一块牌子管到底”的历

史性变革；

编制《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以及生态保护规划、生态体验和环境教

育规划、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规划、社

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理规划

“1+5”规划体系。制定印发一整套管

理办法，形成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1+N”制度体系……

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搭建

“四梁八柱”，形成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九大理念和十五个体系以及“九个一”

的三江源模式，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贡

献“青海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取得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发布

林地、草地、湿地、地表水四大资源本底

报告，第一个完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颁布施行第一个由地方立法制定的

国家公园条例等。

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国家

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由试点转向建设

新阶段。

倾力打造
江源生态治理样板

在素有“千湖之县”之称的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县，大大小小的湖泊最后汇

聚在一起，流入黄河源头两个最大高原

淡水湖泊——素有“黄河源头姊妹湖”之

称的扎陵湖、鄂陵湖，形成的庞大水体宛

如两颗硕大的宝石，镶嵌在平均海拔

4300米的高原，给黄河这条华夏儿女的

母亲河，提供了绵延不断的活水源头。

然而随着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

暖的影响，玛多县所在的黄河源头生态

也曾一度退化恶化，湖泊大量消失，野

生动物锐减，水源涵养能力减退。

体制试点阶段及建设过程中，三江

源国家公园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

态保护和修复为抓手，近 6 年累计投入

67 亿元，先后实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提升草地生态系

统，修复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湖河生态

系统，加强雪山冰川系统保护，强化湿

地保护与恢复等。

2022年，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较

2015 年分别增涨 74.6 平方公里和 117.4
平方公里。同时，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

力不断提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 4077个

增加到 5849 个，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

公里。“千湖之景”再现黄河源头。

黄河源头之变是整个三江源国家

公园生态向好的缩影。三江源国家公

园监测数据显示，水资源总量明显增

加，每年向中下游稳定输送近千亿立方

米Ⅱ类以上的优质水；

湿地得到原真性保护，植被覆盖度

明显提高，林地保有量增加 0.4%，草地

覆 盖 度 、产 草 量 分 别 比 10 年 前 提 高

10%、30%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

盖度由治理前不到 20%增加到治理后

的 80%以上；

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强，欧亚水獭、

金钱豹、黑狼等珍稀濒危物种频现，旗

舰物种雪豹种群数量增至千只左右，藏

羚羊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不足 2 万

只恢复到现在的 7万多只……

根据中科院和国家发改委组织的综

合评估报告称，三江源区生态系统退化

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日益提升，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推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属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澜沧江

在这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了风

景壮丽的昂赛大峡谷。作为三江源地

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地区之一，昂赛乡

被誉为“雪豹之乡 ”，是三江源国家公

园内第一个开展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

动的试点。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特

许经营活动的受益者，桑周每年通过担

任本地向导带领访客到昂赛大峡谷游

览、观测野生动物，一年能增收 1 万多

元。通过开展生态体验活动，三江源国

家公园打破了自然保护区内牧民单一

的收入模式，有效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

民增收共赢。

8 月，正值高原好风光，在黄河源

头的日常巡护途中，四处可见藏野驴、

藏原羚在草原上撒欢，加羊多杰目光所

及皆是一幅幅青山绿水、碧草连天、飞

鸟翔集、生灵栖息安享的美好画卷。

伴随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路

走来，加羊多杰见证了身边牧民群众从草

原利用者到草原保护者的转变，越来越多

的“加羊多杰”通过草补政策、生态公益岗

位等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生态饭。

作为三江源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科学实践，三江源国家公园积

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之路，

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相结合。创新建

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

1.72万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人均

年增收 2.16万元；通过落实生态效益补

偿、国有天然林管护、生态工程务工、生

态管护岗位就业、产业扶持、定点帮扶等

政策，积极吸纳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工

程，把牧民从昔日的草原利用者转变为

生态守护者和红利共享者。纵观三江源

头，越来越多的生态利民故事印证了“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

生态兴则文明兴。在习近平生态

文 明 思 想 指 引 下 ，青 海 心 怀“ 国 之 大

者”，肩负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时代

使命，持续推动“中华水塔”坚固丰沛，

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葆一江

清水向东流，奋力谱写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新篇章。

三江源，一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