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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远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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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张多钧 才贡加

河岸边一块巨石横卧，巨石上笔

直地生长着一棵约 3米高的祁连圆柏，

像一名驻守边疆的卫士，挺拔着身躯，

高昂着头颅，日复一日仰望长空的月

落日出，云卷云舒。

3 月 12 日，经过一上午的跨省跋

山涉水，我们终于在中午抵达了祁连

山国家公园一棵树管护站。

其实，出发前对一棵树管护站的

了解仅限于一个大概的地理位置：一

棵树管护站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北山乡、西滩乡

交界处，与甘肃省以大圈窝和大红山

为界，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源境内最

偏僻艰苦的管护站。

从门源县城到一棵树管护站 180
多公里的路，越野车足足走了近 5个小

时。管护站站长马清宏说，这个季节，

我们选择的这条路已经是最佳路线了。

真正置身一棵树管护站，环顾四

周，才发现这是一条深深的山沟，沟底

流淌着一汪清澈的河水，两岸生长着

茂密的林木。除了管护员驾驶摩托车

的马达声，四处便只剩下河水和飞鸟

单调的奏鸣。

当天下午，我们跟着马清宏和他

的同事进行了一场短途巡护，很快就

来到了那棵神奇的圆柏树下，“管护站

往北约一公里处，就能看到那棵生长

在巨石上的圆柏，管护站由此得名。”

仔细打量树下那块巨石，上面书

写着“保护生态，爱护家园”两行字，经

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红色字迹略显

斑驳，但依稀可辨。

“我们这里最多的是‘寂寞’，再下

来才是野生动植物。”站在“一棵树”

下，马清宏咧嘴笑起来，清瘦的脸上堆

满了岁月刻下的痕迹。

听着马清宏这略带玩笑的话语，

一旁的同事用一张张笑脸表示内心的

赞同，但随着交谈的深入，马清宏用朴

实的语言袒露出了选择坚守的意义。

“ 坚 守 ，因 为 这 是 一 份 充 满 荣 耀 的 岗

位。”“在这里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再多

辛劳也是值得的。”……

一棵树管护站管护区域约 1.46 万

公顷，包括核心区、国有林区、一般控

制区。区域内地形险峻，林木茂密，动

物繁多。尤其是到了夏秋季节，常有

棕熊等野生猛兽出没，冬季常常大雪

封山。但每月 22日的巡护任务却是雷

打不动，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守望一棵树管护站，我是最合适

的人选，我不来，说不过去。”2021年，正

当各个管护站轮换调岗时，马清宏主动

请缨，回到了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一

棵树管护站。

马 清 宏 第 一 次 来 这 里 是 在 2012
年，那时的一棵树管护站路况极其艰

险，往返只能骑着摩托车，每天傍晚要

定时前往 7公里外的鸡儿架，向单位汇

报一切平安。加上没电没网，遇到大

雪封山几乎与世隔绝。

“那时候到站上，需要从门源县坐

火车到张掖，再从张掖坐班车到甘肃

永昌县，再从永昌县打车到皇城镇，再

搭乘牧户的摩托车到管护站。从管护

站回家，需要先到皇城镇，再坐班车到

甘肃武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坐武威

到门源的直达班车。”马清宏说，那个

时候每次回家或回站上，都像是一次

远行。

2014 年冬天，马清宏在冰雪覆盖

的辖区内巡护，摩托车不慎摔倒，马清

宏 重 重 地 摔 了 一 跤 ，所 幸 人 没 事 ，接

着，马清宏去扶倒在冰面上的摩托车，

脚下一滑，头摔在了坚硬的冰面上，凸

出来的冰尖刺裂了眉骨，留下了一条

血淋淋的伤口。

紧急送到医院，住院痊愈后，马清

宏被调换至祁连山国家公园老龙湾管

护站。兜兜转转，2021 年调岗时，马清

宏再次回到了这里，眉骨处留下的伤

痕依稀可见。

如今，年近花甲的马清宏带着 5名

管护员，依然守护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就像巨石上那棵顽强的祁连圆柏。

“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去年底

通电通网，路也通了。”抚今追昔，马清

宏感慨万千。因为地处甘青交界处，

为协调电网花费了两年多时间。

常 年 驻 扎 在 离 家 几 百 公 里 的 深

山，平日的生活和日常巡护中，一棵树

的管护员个个学会了新的本领，积累

动植物知识，写巡护日志，为同事做一

顿可口的饭菜，每一件小事，为他们枯

燥的生活带来了绚烂的色彩。

今年 57岁的张显荣是管护站年纪

最大的生态护林员，也是管护站公认厨

艺最佳的生态护林员，从做家常饭到做

馍馍都会，尤其是做的馍馍无可挑剔，

“刚来那几年，买的馍馍吃着还可以，时

间一长就觉得没味道，那就自己学着

做，只要有不会的步骤，就骑着摩托车

去鸡儿架给媳妇打电话，学完之后回去

接着做。”张显荣笑呵呵地说。

一棵树管护站几乎与世隔绝，置

办食材和日常用品极其不便。管护站

生态护林员索性就自力更生。每名生

态护林员负责一天，挨个轮换。早晨

几乎都是稀饭馍馍，中午外出时带点

张显荣做的馍馍，晚上做面条。

今年 26岁的苏公保才郎是管护站

最年轻的生态护林员，也算是站上的

“老人”。2020 年，苏公保才郎来到管

护站，待了一年后就回家了。他家在

苏吉滩乡，距离管护站 230 多公里，家

里有 80多头牦牛。

回家后，苏公保才郎应聘成为了

社 会 护 林 员 ，放 牧 的 同 时 开 展 巡 护 。

今年，苏公保才郎再次回到了一棵树

管护站。

“2021 年 初 ，我 让 公 保 出 去 找 媳

妇 ，结 果 找 了 三 年 都 没 找 到 ，愁 死 个

人。到了今年底，我还要让他出去谈

对象结婚，如果结不了婚就不让他回

来。”马清宏笑呵呵地说。

“结婚有啥意思？不结婚了，我这

辈子就待在这里。”紧接着，苏公保才

郎腼腆地说。

一棵树管护站两面的山岩上是茂

密的天然林，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管

护站生态护林员守望的不仅仅是一棵

树，他们守望的是整个林场，是大自然

和野生动物的家园。

——“春访祁连山”系列报道⑦

守望一棵树守望一棵树

3 月 4 日下午，我省第一位走上
全国两会“委员通道”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郭吉安，在全国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面
对面、零距离地讲述了青藏铁路人扎
根雪域高原，在持续推动高原铁路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和责任担
当。

交通设施建设是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动脉。青海气候环境恶劣、地理
条件复杂，大部分地区属集中连片深
度贫困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青海交通十分落后。1956年，党中
央发出修建青藏铁路的号召，从勘测
设计到建成通车，历经几代人艰苦卓
绝的努力，让“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

拉萨去”的愿望终成现实。70余年以
来，青海矢志不渝从人民群众最迫切、
最需要的方面着手，抢抓发展机遇，因
时施策，使交通运输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建成了一条条经济发展路、民生
路、旅游路、幸福路，交通运输也实现
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

“保障引领”的重大转变。
从“行路难”“过河难”“运输难”，

到目前公路通车里程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的 174 倍，青海早已告别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迎来“出
门就有水泥路、抬脚就能上客车”的好
日子。1月10日20时50分，历时9小
时5分钟，由武汉开出的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G853次列车驶进终点站西宁站，
这是由华中地区开往青藏高原的首趟

直达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也是复
兴号智能动车组首次驶上青藏高原。

“复兴号”开上西格段，青藏铁路进入
动车时代……

这是青海交通运输的变迁史，也
是青海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按下“快进键”的青海，一路高歌，一路
奋进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
2023年，全省客运量、货运量分别增长
1.4倍、16.7%。其回升的背后，不仅是
基础设施的日益提升，也蕴藏着更大
的发展潜力、更强的消费动力、更足的
经济活力。祖国好，家乡才会好，每一
个家庭也才会好。伴随着一项项利好
政策落地，我们切身感受到，祖国山河
繁华如锦，青海发展日新月异。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正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在高原上工作，最
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挑
战极限，勇创一流’就是激励一代代青
藏铁路人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如同
郭吉安委员提到的那样，我们要矢志
不渝践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
要严”的重大要求，点亮心中的“精神
灯塔”，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我”融
入“我们”，以敢干苦干实干的精气神，
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化新青海的
崭新局面。

戴美玲

交通变迁“跑”出发展“加速度”

↙守护家园。

↑巡护路上遇见岩羊群。

←休息。

↓巡护途中。
本报记者 张多钧 公保安加 摄

（上接第一版）
据我国权威机构测算，目前，全国

数据中心总耗电量占全社会的 2%，电

力 成 本 占 数 据 中 心 总 运 营 成 本 的

5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

预计到 2030 年，数据中心能耗总量将

达 3800亿千瓦时左右。

为此，在提升计算效率的同时，提

高数字算力国际竞争力，降低数据背后

设备能耗在双碳目标和成本要素下至

关重要。而针对这一切青海极具发言

权。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气候干

燥、冷凉、洁净，常年干燥度 2.38，年平

均气温低于 4 摄氏度，数据中心可实现

全年 314 天自然冷却，制冷用电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 40%左右。干燥洁净的空

气，可有效延长相关电子设备使用寿命

10%以上。

绿色是青海发展的底色，绿色是青

海打造数字算力产业的基础，绿色更是

青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支撑。

青海能源发展，“绿色”
全球瞩目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发布的

数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5.1亿千瓦，中国贡献超过一半。中国在

绿色能源领域持续深耕、久久为功，为

世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正所谓世界清洁能源发展看中国，

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看青海。

从巍巍昆仑到龙羊峡口，从一望无

际的光伏海洋到绵延数千公里的风力

发电大风车……

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聚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并以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能源资源禀

赋为依托，以省部共建青海国家清洁能

源示范省协调推进工作机制为牵引，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据青海省能源局统计，截至去年

底，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超过 5100 万千

瓦，占比 92.8%，发电量占比超 84.5%，

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新能源装机、

电量占比“双主体”。今年我省将新增

清洁能源装机 1500 万千瓦，清洁能源

装机和发电量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青海电网已成为含碳因子最低的省级

电网，绿电含量居全国首位。

此外，青海黄河上游水电基地成为

全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投运

百万千瓦以上大型水电站 5 座；新能源

方面，已建成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两个千万千瓦级清洁

能源基地，获批国家三批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 2434 万千瓦，占比超全国 10%；储

能方面，集中开工建设三座 760 万千瓦

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电化学、压缩

空气等储能项目，国家储能发展先行示

范区全面起势。推动水风光火储等多

种电源协调发展，形成安全、稳定、可靠

的绿电供给体系。

更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持续加大电

网强基建设加快建设 750 千伏、330 千

伏输变电工程，青海电网成为西北首个

交流系统送受电能力均超千万千瓦的

省级电网，夯实了绿色算力电网底座。

青海绿电不仅造福中原大地，更点亮大

兴机场、闪耀杭州亚运。

省能源局副局长周武介绍，截至目

前，青海上线全国首个清洁能源供电感

知平台，建成全国首个全清洁能源电力

可溯源的绿色数据中心，累计核发新能

源绿证超过 650 万张，为绿色算力发展

提供绿色电力消费的权威证明。新能

源上网电价全国最低，绿色算力发展成

本优势明显。

从绿色产业到绿色发展模式，再到

为绿色发展助力，今天的青海一边保护

了生态环境，一边描绘了绿色与发展的

和谐共生图景。同时，更印证了青海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青海 72 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是绿色发展理念，给

了清洁能源发展的动力，更为绿色算力

提供强劲支撑！

算力遇到青海，“绿色”
成为纽带

过去的一年，我国智能算力产业高

速增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应用

取得重大突破，规模化集约化建设成效

显著，智能算力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

关键生产力。

特别是近期，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人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应用和工具产品的出现，不仅对传统社

会、生活、工作等带来重大影响，更将算

力推向了高潮。人工智能和算力产业

站在了新的风口。

根据相关权威机构发布的《2023-
2024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

告》显示，2023 年我国通用算力规模预

计达到 59.3EFLOPS，即每秒百亿亿次

浮点运算次数，同比增长 8.8%；智能算

力 预 计 达 到 414.1EFLOPS，同 比 增 长

59.3%，6.7 倍于通用算力增速。其中，

人工智能服务器市场规模预计达 664
亿元，同比增长 82.5%，算力总规模居

全球第二。

有专家表示，预计未来 5 年中国智

能 算 力 规 模 的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将 达

33.9%。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发展也将加

速从“以通算为主的供给侧优化”向“以

智算为核心的需求驱动”转变。由于基

础大模型的本地训练成本高，企业将更

多使用已有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设施

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器集群，这将为

智能算力服务市场带来新机遇。

为此，陆宝华指出，目前在我国西部，

特别是青海的网络环境是具有明显优势

的，西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已正式

开通，青海已跻身全国互联网顶层架构节

点行列，大带宽可以为大量数据传输提供

便利。并且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三大运营商在青海已形成一个整体，可

以在绿色算力产业的发展之路上协同发

力，携手共进。青海的电价、土地、劳动力

资源成本也具有绝对优势。

当东部地区算力需求遇到青海高

原冷凉的气候、超低绿电价格、非地震

带、国土内陆安全区等绝对优势，“东数

西算”“东数西储”“东数西训”青海是不

二的选择。

当然，算力遇到青海是一次双向奔

赴的携手前行！

电力系统被誉为地球上最复杂的

人工系统，同样需要借助数字技术助推

其加快发展。统筹算力与电力协同布

局，有助于促进风光绿电消纳，有助于

加强清洁能源资源的高水平开发利用，

有助于形成算力与电力相互支撑、协同

发展的新态势。

我省相关领域权威专家表明，由于

新能源是一种典型的“靠天吃饭”电源，

时有时无的“脾气”对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带来较大的冲击和压力。因此，需要

通过算力让电力系统对天气变化有更

强的感知和预测能力，特别是加强大型

新能源基地智能化技术应用，让电网做

到“心中有数”，实现提前预测、实时监

测、主动防御、高效部署、自动调整等功

能，让新能源消纳更加高效。

在青海，先天优势助推绿色算力高

效平稳运行；反之，以数字赋能清洁能

源生产、传输、消费、转化各环节，高质

量服务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一次完美的碰撞，即将实现产业能

级的跃升。青海因地制宜从地理高地，

向绿色算力产业高地奋进，“绿色”纽带

将青海算力与世界相连，青海绿色算力

名片将叫响全国。

“绿色”纽带将青海算力与世界相连

3月26日，海东市乐都区雨润镇深沟村的樱桃种植大棚内，樱桃逐渐进入
采摘期，颜色鲜艳、果实饱满的樱桃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据介绍，目前结果
的大棚共有5个，平均每个棚的产量二百余公斤，通过“订单销售+采摘”模式，
每个棚的收入可达5万元。近年来，乐都樱桃产量不断提升，经济效益逐渐显
现，大樱桃种植已经成为乐都区乃至河湟谷地一大特色，持续带动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积极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谢梦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