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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青海自然资源种

类丰富多样，既有三江之源，又有崇山峻岭，还有珍稀野生动植

物，这些资源是青海的宝藏，也是大自然馈赠给青海的财富，对

于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海始终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唐格玛村管护员吾才记得，

2020 年 5 月 6 日，草原上一只藏野驴被群狼围猎受伤，他将受伤

的藏野驴带到自家草场，受伤的藏野驴 3天后才离开了。

管护员才让说，有一年他救助了一只陷在湿地中的小白唇

鹿，后来发现小鹿腿上有伤，便抱回家养了几天才放归。

2021 年 3 月 16 日，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受伤后得到救助

的雪豹“凌蛰”纵身一跃消失在茫茫山野，这是我国首例雪豹救

助放归与科研监测相结合的案例。

唐格玛村共有生态管护队员 156 名，几乎人人都有救助野生

动物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已经是习以为常的。

当救助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时，万物

生灵也会以蓬勃的生命姿态回馈人类。2023年5月22日，青海向社

会发布，青海分布有野生植物109科600属2867种（含亚种、变种）。

2024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青海的藏羚羊、普氏原羚、雪豹

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恢复到12万吨。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

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

然也会滋养人类、哺育人类，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也让牧

民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在三江源头给大鵟搭建巢穴、做雪豹监测工作、参与黄河源

头取水仪式、捡拾垃圾，如今，这种全新的生态教育和体验模式，

正在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2023 年，我们全年共计接待 40 个团次 359 人次，并在玛多

县境内搭建了三四十个大鵟巢，这两个数字都比前几年数量的

总和还要多。”参与黄河源园区“社区+企业+政府”生态体验模式

的特许经营企业负责人王蕾博士介绍。

全新的生态体验模式发展了当地吃、行、游、购、娱等旅游要

素，也为牧民提供了创业就业机会。“2023 年我们开展黄河源生

态体验合计总收入约 170 万元，其中有 41%以上收入是以购买服

务的形式直接回馈到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和当地经济。”王蕾说。

“我从贵南县来这里工作，当生活领队兼开车，每个月能收入六

七千块钱。”为生态体验工作提供服务的牧民索南达杰也开心地说。

和谐共生，万物向荣。今天的青海，“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

绿水青山成色更足，高原大地处处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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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水，就有了绿色；有了绿色，就会有更多的水。

三江源的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

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而三江源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也是

生命共同体，保护好、修复好三江源的生态有机链条和

生命共同体，就守住了青海高原的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有助于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现在有树有花，空气变好

了，环境也变绿了。”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的生态管护员索南多加夸

赞的，是玉树巴塘河国家湿地公园。荒滩变公园后，这

里闹中有静，4 座特色公园集品位、意境、韵味、教育为一

体，充当着玉树市的绿色“空气净化器”，也成了市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变绿的不仅有玉树，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在澜沧江

源，茂密的森林树木盘根交错，钻不进去人；在长江源，

广阔的湿地一眼望不到边……

着力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筑牢美丽中国生态“绿色

屏障”，青海主动承担好生态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实施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区、黄河生态屏障区等重点生态工程，聚力建设生态友

好的现代化新青海。

启动实施“中华水塔”保护行动，“天空地一体化”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逐步完善，河湖长制和林长制体系全面

建立。通过实施黑土滩综合整治、退化草场改良、沙化土

地治理、水源涵养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完成国土绿化

455万亩（1亩约为 0.0667公顷）、防沙治沙 146万亩、退化

草原改良526万亩，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下降”。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多

杰，二十多年如一日，义务守护着泽曲河畔的关秀湿地。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牧民索南仁青和无数

黄河沿线生态管护员一起承担起了清洁河道的重任。

他们经常徒步十几公里，奔走在巡护途中。每天出门

时，索南仁青们会带上垃圾袋，再随身带上干粮，饿了就

拿出来垫一口。每天回村时，空了的是背包，“满载而

归”的是垃圾袋。

现如今，三江源头生态系统得以修复，生态功能得

以巩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已然成为青

海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所向；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也已融入青海各族干部群众的梦想

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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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在水的滋养下，大地变得更加肥沃，生

命也因此而更加多彩。

肩负着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重

大使命的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

任，必须承担好责任、履行好义务，保护好生态环境，确保

“一江清水向东流”。

青海牢牢把握“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

战略地位，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和历次全会部署，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行动方案

和总体规划要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实践新高地建设为统领，全面推开生态安全屏障新高

地、绿色发展新高地、国家公园示范省新高地等“七个新高

地”建设，有效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推动现代

化新青海建设。

春天的早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

区黄河乡生态管护站时，站长加羊多杰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天气虽冷，但阻挡不住加羊多杰认真负责的工作热情。

每个月，他走在巡山巡湖路上的日子得有二十三、四天。

从人民教师到生态管护站责任人，加羊多杰的人生转

变得益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试点和设立。

青海深入开展国家公园示范省巩固提升行动，发布三

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在即，青海湖

国家公园创建任务全面完成。率先建立自然保护地制度标

准体系，国家公园建设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有“黄河源

头第一县”之称，在那里，千万亩草场草山在 3042 名生态管

护员管护下“自由生长”，由此带来的，是“千湖之县”玛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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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树藏族自治州通天河直门达水文站对长江源头水质

五参数等 9 项主要污染指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监测，监测数

据实现地方共享……

经过国家公园建设，青海省水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每年向

中下游稳定输送600亿立方米二类以上的优质水，湿地面积

跃居全国首位，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日益提升，“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

2024 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长江、黄

河干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保持在Ⅱ类及

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持续保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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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青藏
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
在白色冰川与高山裸岩之间发源

的长江、黄河、澜沧江，一路汇聚溪流，向东奔腾。
这里是“中华水塔”，也是我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全

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是屹立于“地球第三极”的重要生态
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心心念
念青海生态环境，2016年、2021年两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
大青海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保
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扎扎
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海的殷切嘱托。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青海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研究制

定具体可行战略性举措，扎实推进多项关键性改革，大力实施一批支撑
性工程，积极开展一系列系统性治理，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守护绿色、“渲染”绿色、依靠绿色的生动实践中，

青海将更多美丽献给世人，也将更多良好生存环
境留给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灵，绘

就了高原大地处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图景。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系列述评之一
本报记者 何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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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县岗什卡雪峰。通讯
员 刘红 摄

江源风景。玉树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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