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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地处玉树藏

族自治州治多县扎河乡境内，距离

治多县城约 160 公里，2013 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实 施 条

例》及《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有关规定，青

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将长江楚玛尔七

渡 口 列 为 第 九 批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是早期内地

连接卫藏的路径之一，文成公主、五

世达赖、九世班禅等历史名人及宗

教大德曾先后由此经过留下了千古

佳话。《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一《自西

宁市至藏路程》中记载。柯柯赛是

蒙语音译，是指楚玛尔河注入通天

河 的 交 汇 点 。 藏 语 称 香 楚 玛 尔 饶

敦，即北部长江七渡口楚玛尔。

古 时 在 通 天 河 流 域 没 有 一 座

桥，渡口便是千条线路汇集的枢纽，

位 于 楚 玛 尔 河 注 入 通 天 河 的 交 汇

点。唐蕃古道进入玉树境内，分三

条线路通往拉萨。即南线、中线和

北线。其中后两条线穿过治多县境

域。中线称“卫藏道”，是古代康巴

通往拉萨的重要交通线；北线穿越

昆仑山口往西南延伸，古称“蒙古

道”，亦称“蒙古商道”。

长江楚玛尔长江楚玛尔
七渡口七渡口

本报记者 张多钧

8 月 6 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

赛马节接近尾声，一大早，宗久·扎西

朋措带着干粮和帐篷出门，前往约定

好的集合地点。到达地点后，宗久·扎

西朋措清点人数，安排 64 名生态管护

员的工作任务后，大部队便向着索加

乡牙曲村出发。

今天，他们都是索加乡牙曲村生

态管护员，将要开展每个月月初的集

中巡护。

今年 53 岁的宗久·扎西朋措是索

加乡牙曲村六社社长。牙曲村六社共

有 65户牧民，全部居住在县城，每月月

初和月末前往 200 多公里外的牧区开

展集中巡护，短则一两天，长则一星期。

索加乡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

区域，境内河流交错，湿地密布，野生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被称为“天边的

索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索加乡牧户

都养羊，而且每家养殖的数量都超过

1000 多只，野生动物和家畜共同生活

在草原上。大概九十年代初，草原开

始出现了退化。”扎西朋措回忆道，为

了保护好草原河流，2000 年左右，牙曲

村六社的 65 户牧民迁出家园，搬迁到

了县城居住。

搬迁后，草原得到了休养，草场成

为了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虽然搬离

家园，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回到曾

经的家园，多看几眼家乡的草原、河流

和牛羊。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

动后，搬离家园的牧户每家有一名成

员成了生态管护员，每月的两次集中

巡护是他们固定要做的事。

治多藏语译为长江源头，是长江

的发源地，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的

美誉。治多县是全国主体民族比例最

高 、地 区 海 拔 最 高 、人 均 占 有 面 积 最

大、生态位置最为重要的县城之一，素

有长江之源、动物王国、中华水塔、嘉

洛宝地之美誉。

治多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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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自然遗产地“三重叠加”的特殊地理

区块，在青藏高原乃至中国、亚洲和全

球生态环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治多县牧民群众牢记使命，继承

遗志，坚定不移担负起守护长江母亲

河的重任。当天一起出发巡护的还有

牙曲村一社的 60多名生态管护员。

“我们社情况特殊，全社有 100 多

户，留居在村里的只有 40 多户，60 多

户在县城居住，每月的两次巡护既要

组织村里的生态管护员，还要组织居

住在县城的生态管护员。”牙曲村一社

社长尼那沙松说。

牙曲村生态资源丰富，村内有著

名的勒日措加，汉语意是上百个湖泊

组成的湿地。这是一片占地 4000 公顷

的连片湿地，湿地内鸟类众多。

其实，勒日措加不止上百个湖泊，

生态管护员统计过，湿地有上万个大

大小小的湖泊，站在山顶俯瞰，骄阳的

照耀下，宛如一片星星的海洋。

牙曲村还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

当地牧民早在 2000 年初就建起了雪豹

保护区。这里也被称为“雪豹沟”，沟

内石山纵横，山下成群的岩羊出没，是

雪豹理想的栖息地，记者曾多次前往

牙曲村曲热沟蹲守拍摄雪豹。

生态管护员的集中巡护，巡护湖

泊、湿地以及曲热沟等公共区域，捡拾

周边垃圾，做好生态监测记录。

治多县只有扎河乡和索加乡在三

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两个乡有很多

牧 户 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搬 迁 到 县 城 居

住，但他们却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使

命：守护好家园的绿水青山。

与牙曲村相邻的扎河乡口前村，

村内藏野驴和岩羊等野生动物众多，

更有旗舰动物雪豹。雪豹咬死家畜的

事时有发生。

“我们全村有497名生态管护员，其

中只有 30%的生态管护员居住在牧区，

而这些生态管护员家里，都被雪豹光顾

过。”口前村党支部副书记索南公保说。

今年二月份，索南公保家就有好

几头牦牛被雪豹咬死，索南公保说，每

年家里的牦牛会被雪豹咬死十几头，

好在牦牛有保险，能减轻一部分损失。

索南公保说，每年雪豹咬死牦牛基

本上是冬春季节，这个季节雪豹捕食困

难，会下山进入牧民定居点捕食，这时候

最容易见到雪豹。夏秋季节，雪豹基本

上是在山里，野生动物幼崽容易捕食，生

态管护员见到雪豹的概率也会变小。

即便雪豹咬死牦牛，生态管护员

依然坚持一个理念：“该保护的还是要

保护，而且还要加大保护力度，我们都

是长江的守护人。”

长江守护人长江守护人

本报记者 石成砚

当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青海省

委党校副校长、经济学博士马洪波教

授时，他正在三江源地区的玉树藏族

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两地进行考

察调研。此前一直致力于三江源生

态保护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

批准设立伊始，马洪波已持续关注三

江源地区长达 20载。

在马洪波看来，从第一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启动实施，到领衔第一批

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经过五年多的试

点探索和一年多的建设实践，三江源

国家公园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

家公园之路。

随着外界对国家公园的科学认识

不断提高，无论是以系统思维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还是

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吸

纳原住居民成为保护主体，三江源国

家公园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可推广可

复制的做法和经验，都成为了近年来

马洪波在研究中格外关注的重点。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

要成果，“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

理，对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推动生态文

明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对此，马洪波

以高原鼠兔为例。

起初青藏高原草场退化，当时认为

是过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灭鼠、减

畜。十几年后才发现，牛羊适度的踩踏

和粪便，是草地保持生机的重要因素。

同时高原鼠兔作为高原生物链的重要

一环，在不长树、只长草的江源区域，鸟

类依靠高原鼠兔洞作为栖息地；这些洞

还是“盛雨器”，能够涵养水源，疏松土

壤等。高原鼠兔参与加速了生态系统

内能量的流通和物质循环。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三江源国家

公园就是在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作为

一个生命共同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

性、系统性保护的同时，持续传承这些

自然区域承载的文化遗产、人文要素

等，坚决完成好经济发展、生态富民等

多重任务，成为一个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的生态经济文化综合体。”马洪波说。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召开在即，

站在新的起点上，三江源国家公园如

何继续走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双赢之路，对于马洪波，下一

步要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此次三江源

考察调研之行的主题。马洪波将视

线引向了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地

方民族特色产业、生态旅游等三江源

国家公园及周边绿色产业，希望通过

统筹绿色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生态

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共荣。

马洪波表示，在今后的建设过程

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为前提，期待

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和民生改善三者的有机统一，努

力打造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片，进

一步为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提供

先行先试经验和政策理论支持，绽放

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国家公园之路国家公园之路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新华社记者 周盛盛 李彦南

虽值盛夏，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依旧朔风阵

阵。蒙蒙细雨不断洒入代曲河，一路奔

涌向东，最终汇入万里长江。

曲麻莱县，北临昆仑山、南接通天河，

向西则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可

可西里。同时，这里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保护区域。

“咩，咩”……门外传来羊羔的叫

声，旦增拉巴拿着刚刚加热的奶瓶，向

外走去。“这只羊羔是我们今年 5 月从

野外救助回来的，当时因母羊被雪豹猎

食，小羊落单后被我们发现了。”旦增拉

巴将小羊揽在跟前，熟练地给它喂奶，

俨然一位“奶爸”。

今年 25 岁的旦增拉巴，是曲麻莱

县 拉 觉 悟 生 态 教 育 站 的 一 名 工 作 人

员。2021 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

家乡，成为一名环保工作者。

“我大学所学专业是摄影，而我的

家乡地处三江源，这里不仅有很多珍稀

的野生动物，更有一群可爱的牧民。我

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将家乡的故事传播

出去。”旦增拉巴告诉记者。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三江源，旦增拉巴

将自己拍摄的野生动物、风光美景视频发

布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这

个名叫“我们的三江源”的账号赢得众多

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同时，他还为附近的

牧民讲授摄影技巧，吸引了许多牧民参与

到三江源拍摄宣传的队伍中。

在旦增拉巴的影响下，46岁的生态

管护员贡嘎日自费购买了摄影装备，踏

上了生态摄影之路。雪豹、白唇鹿、马

麝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闯入他的镜头。

“附近哪里有雪豹，贡嘎日一清二

楚。”旦增拉巴笑着说。

见到尕松才加时，他正手持相机，

穿着一身土黄色的迷彩服。远远望去，

他似乎与山上连片的岩石融为一体。

“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我的主要职

责就是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的数量、分布

范围变化情况。”尕松才加说，身着伪装

是为了避免惊扰到雪豹等野生动物。

2017 年，尕松才加在朋友的鼓励

和引导下，主动放下牧鞭，成为一名生

态管护员。从世世代代的放牧生活到

专职参与生态保护，尕松才加的身份转

变深刻地反映出三江源地区生活生产

方式的巨大变革。

雪豹悠然踱步、白唇鹿追逐嬉戏、岩

羊成群奔跑……打开相机，尕松才加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

一张张照片，真实记录下三江源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增加。

“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应该是所有

牧民的共同责任。”三江源国家公园长

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

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说，如今，拉觉

悟生态教育站已成为宣传生态保护的

重要平台，为超过 5000 名牧民提供了

专业的生态宣传教育。

近年来，三江源加强针对牧民的生

态环保宣传教育，涉及乡村振兴、草原管

护、野生动物救助等诸多内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理念，逐渐

在三江源人心中播下绿色的种子……

（据新华社电）

——三江源以生态教育推进环境保护见闻

播下绿色的种子播下绿色的种子

黄河源头湖光山色。 玛多县委宣传部供图

偷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等待“干饭”。 好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