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叶文娟

初秋，蓝天白云下，祁连山地
毯似的草地延伸向天际，成群牛羊
点缀其中，远处山峰白雪皑皑、直
耸天际，不时有牧人的歌声飘荡在
天地间……

祁连山是我国重要的冰川和
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素有“中国
湿岛”之称，是连接青藏高原与黄
土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守护“中
华水塔”、涵养河西走廊的重要生
态屏障。

近年来，青海省积极开展保护
“中华水塔”行动，筑牢国家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国家公园示
范省建设，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立足于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资
源禀赋，积极研究探索国家公园建
设思路，聚焦守护自然生态系统原
真性和完整性的命题，以生态文明
建设作答，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成
果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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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湿地

和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怎样保护

好野生动物，使三江源地区成为“羽族炫翎、蹄类

竞走”的家园？记者专访了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

保护野生动物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公安局

森警大队副队长扎西才仁。

记者：大队开展了哪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扎西才仁：针对野生动物濒危物种占比大的

特点，我们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修订案，严厉禁止滥食野生动物、禁

止非法猎捕交易。进一步健全管理体制，坚持保

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根据生物

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实现野

生动物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

助推称多县形成政府积极倡导宣传、环保组

织和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撑、民警持续高压态势

打击偷盗猎行为，医疗部门加强救助，群众广泛

参与的野生动物保护格局。

记者：我们在防治打击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方
面形成了哪些方法？

扎西才仁：我们始终紧抓生态巡查，着力做

好重点区域监测，及时收缴清除布设在野外的盗

猎工具，排查整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结

合“昆仑 2023”专项行动，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发挥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相关职

能，高效治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建

立健全案件信息共享与办案衔接机制，针对三江

源地区犯罪分子流动性强、跨区域作案的特点，

构建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联合协作机制，加

强与周边州县的跨区域合作，协同作战；加大生

态保护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与度，形成全社会

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通过奖励的方

式，激发当地群众主人翁意识，积极举报违法线

索。

记者：三江源地区的美景吸引四面八方的人
前来旅游，我们大队如何在维护当地生态旅游活
动时，有效保护野生动物？

扎西才仁：我们认为，发展旅游业和保护野

生动物不是对立的。良好的环境是发展生态旅

游业的基础，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性利用，

可以让当地群众在提供旅游服务中获益。

现实中，我们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级的野生

动物保护地进行严格管理，根据各种野生动物及

其生境的特点，在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的基础上，科学开发生态旅游的空间。加强巡查

检查，确保开展生态旅游的范围不进入野生动物

的栖息地，并保护好野生动物生存所需的水源和

食物。为了避免发生人兽冲突，我们长期向游客

宣传安全注意事项、遇险紧急处理方法和求救联

系方式。要求带队人员指导游客了解地域情况、

动物习性，按照已探明的线路行动。与野生动物

保持安全距离互不打扰，努力实现自然需求和人

类需求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护好三江源的
野生动物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空天

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 8000 平

方公里，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

水土气等要素的全时段监测体

系，并全面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

调 查 ，深 入 摸 清 园 区 生 态 资 源

“家底”。

从 2019 年 起 ，祁 连 山 国 家

公园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北京林

业大学、北京大学、青海师范大

学、青海大学等 22 家科研机构

的 34 支科研团队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保护、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大数据

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开展自

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调

查，全面掌握祁连山国家公园生

态资源状况。园区联合多家机

构的专家，开展了以雪豹、荒漠

猫、黑颈鹤等旗舰物种为核心的

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先后为 5
只雪豹、10 只荒漠猫、38 只黑颈

鹤佩戴卫星跟踪器后放归。

开展体制试点以来，已连续

5 年开展雪豹调查监测，在青海

片区范围内累计布设相机 2000
余 台 次 ，监 测 范 围 扩 大 到 7000
平方千米，获得雪豹照片及视频

5500 余份，确定分布点 95 处，模

型预测雪豹潜在栖息地面积为

4172平方千米。

截 至 2022 年 底 ，祁 连 县 区

域识别出雪豹个体 63 只，天峻

县区域识别出雪豹个体 119 只，

门源县区域识别出个体 24 只。

分别拍摄到五只及以上的雪豹、

荒漠猫、猞猁、兔狲同框现身和

豺哺育幼崽的画面。发现昆虫

新种 14 种、中国新记录 10 种、青

海省新记录 228 种；祁连山鸟类

新记录 9 种，充分反映出祁连山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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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国家公园幅员辽阔，生态类

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青海积极建设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大数据中

心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对园区进行实时动态监护，实

现精细化、动态化、体系化管理。

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

据中心，园区的影像尽展眼前。轻点鼠

标便可从卫星图上清楚地看到从东往

西绵延一千多千米区域内的每一处森

林、河流、陆地以及野生动物。

“你看，蓝色边界是甘肃的范围，黄

色边界是青海片区的范围，红色色块是

核心保护区，黄色色块是一般控制区，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直观地了解

到园区范围内的情况。”祁连山国家公

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大数据中心负责

人于红妍指着大屏幕对记者说。

灌木林在维持高原生态系统方面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雪松、云杉，

塔松、华山松、祁连山圆柏、桦树……

按照于红妍的指引，我们通过平台发

现，在狭长的祁连山河谷地带，一丛丛

灌木林以特有的生态景观维持着祁连

山的生态系统。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

断加强，灌木林的面积也在不断变化。

“从大数据平台上选择不同的年

份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我们

持续地监测和保护下，园区的生态环

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于红妍介绍。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已建立国家公园本底资源的一张图资

源管护机制，将各空间图形图像数据、

属性数据以及文档资料按标准存储入

库。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大数据中

心实现国家公园部分区域网络通信传

输，架设 108 套高位云台、2089 台红外

相机及 226台野保相机视频监控系统，

对 8000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实时在线

监测。“它就像一个导航系统，立体式

呈现园区的地形地貌，给我们的管护

工作提供可靠参考。”祁连山国家公园

大拉洞管护站生态管护员聂文强说。

20222022 年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 4040 个管个管

护站配备了护站配备了 5050 台巡护无人机台巡护无人机，，120120 余余

名工作人员经培训取得无人机驾驶资名工作人员经培训取得无人机驾驶资

格证书格证书，，建立起首支无人机管护队伍建立起首支无人机管护队伍，，

开启了新的巡护模式开启了新的巡护模式。。园区的园区的 12001200
多名专职管护员多名专职管护员，，在工作中也担负在工作中也担负

着收集地理着收集地理、、生物资料的职责生物资料的职责，，按按

时汇报园区各生态信息的最新时汇报园区各生态信息的最新

状态状态，，不断充实祁连山国家公不断充实祁连山国家公

园的本底资料库园的本底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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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以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片区持续打造自然教育平台，积

极探索自然教育建设发展新机制、

新模式。在活动创办、设施保障、

人才培养、课程开发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祁连山

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加强生态

文 明 宣 传 教 育 ，探 索 开 展 自 然 教

育、自然观察、采风调研、科普宣教

等各类主题实践活动。2023 年 6
月举办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第二届自然观察节上，参加者观察

记录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

馆、油葫芦管护区域、寺沟管护区

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观察点，

经 过 调 查 研 讨 ，形 成 了 丰 富 的 科

研、艺术等成果。“在短短几天的体

验活动中，我们看到在所有工作人

员用心守护下，祁连山正在成为野

生动物的乐土和家园，也体验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感。”参

加活动的体验者说。

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先后设

立 15 所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生 态 学

校 ，打 造 5 处 自 然 教 育 特 色 管 护

站，积极发挥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大数据中心、展陈中心等设施平台

作用，建成生态科普馆等一批自然

教育场所，全力搭建“设施配套、环

境优美、管理规范”的自然教育平

台。

构建形成产学研教工作体系，

开发规范化的自然教育读本和教

育课程。吸纳教师、管护员、志愿

者组建自然教育讲师队伍，开展自

然课堂进校园、生态夏令营、自然

观察节等主题体验活动，不断提升

自然教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形

成“课程和读本研发-师资培育-
学校应用”全闭环链条、产学研教

深度融合的自然教育体系。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在“爱

鸟周”“野生动物宣传月”等主题日

组织开展活动，打造自然教育课程

大赛、云享云课堂两大品牌，为社

会公众提供了解自然、享受自然、

融入自然的全新渠道和平台，生动

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的重大意义。

以良好生态底色厚植发展底

色，在保护和发展中走向未来，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愈发绚丽多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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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本版图片均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本报海北讯本报海北讯（（记者记者 尹耀增尹耀增）） 88 月月 2424 日日，，西宁西宁

市市、、海东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海北藏族自

治州湟水流域市州际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订仪治州湟水流域市州际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订仪

式在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举行式在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举行。。此举是黄此举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标志标志

着湟水流域保护联盟正式建立着湟水流域保护联盟正式建立，，水生态环境跨区水生态环境跨区

域联防联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域联防联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湟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湟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海北州海发源于海北州海

晏县包忽图山晏县包忽图山，，全长全长 371371公里公里，，流域面积流域面积 33..2929万平万平

方公里方公里，，孕育了灿烂的河湟文化孕育了灿烂的河湟文化，，滋养着青海省近滋养着青海省近

三分之二的人口三分之二的人口，，被称为青海人的被称为青海人的““母亲河母亲河””。。

此次签约是强化流域治理管理此次签约是强化流域治理管理““四个统一四个统一””

的具体实践的具体实践。。签约各方秉承签约各方秉承““齐抓共管齐抓共管、、携手共携手共

治治、、优势互补优势互补””的原则的原则，，落实框架协议内容落实框架协议内容，，共同共同

做好湟水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做好湟水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全面构建流域统全面构建流域统

筹筹、、区域协同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管理格局部门联动的管理格局，，确保一江清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水向东流。。

签约后签约后，，与会人员赴湟水源头包忽图进行鹿与会人员赴湟水源头包忽图进行鹿

头碑落成揭幕头碑落成揭幕。。鹿头碑设计分为上下两部分鹿头碑设计分为上下两部分，，整整

体高为体高为 77..55 米米，，上部以马鹿鹿角为原型上部以马鹿鹿角为原型，，材质为铸材质为铸

铁铁，，宽宽 77..77 米米，，高高 55..55 米米。。底座部分以岩石底座部分以岩石++钢板钢板++
汉白玉垒砌汉白玉垒砌，，长长 44 米米，，宽宽 44 米米，，高高 22 米米。。马鹿鹿角马鹿鹿角

与水滴的造型与水滴的造型，，寓意湟水河流域生态资源寓意湟水河流域生态资源、、生物生物

多样丰富多样丰富。。此碑落成此碑落成，，为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为海北州打造国际生态旅

游目的地增添了新的景区游目的地增添了新的景区。。

湟水流域市州签订
联防联控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