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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
来。

接续多年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完成国土绿化53494公
顷，市域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4.93%，
全市森林覆盖率36%，绿色发展指数
达83.62，在全省八市州中居于第二；

《海东市全民义务植树条例》赋
能，依托全市8个省级“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基地，持续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自2017年以来，累计参加
人数837万余人次，累计完成义务植
树折算株数5196万余株。

全市绿地面积2820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1.86平方米。核心
城区建成区面积1729公顷，公园数
量增加到15个，绿化覆盖率41.6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7平方米；

……
1月16日，海东市“两会”上公布

了一组“生态数据”，折射出海东市始
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国
之大者”的担当书写“绿色答卷”，彰
显出海东主动融入生态文明高地打
造和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在东部

“生态屏障”里接续扩大“绿色版图”、
持续增大“碳库库容”，让生态福祉和
绿色福利更好惠民利民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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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态红利持续释放，是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

态为民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人间最美四月天，民和的烂漫桃花、化隆的斗艳

杏花、乐都的如雪梨花、互助的如海杜鹃花等一个个

“鲜花盆景”，轻启河湟谷地春的序章，勾勒出一幅幅

绝美河湟春晓图，让向往春天寻觅春景的游客赏春色

品春花，共赴高原早春之约，沉浸在“乱花渐欲迷人

眼”美景中流连忘返。

短短几天时间，19 万人次赴海东赏花踏青，带来

4461 万元旅游收入，“大流量”的背后，是海东市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路径，加速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将生态绿转化为现金流的“密码”。

海东市把绿色生态向纵深推进，紧扣“绿色”这一

时代主题，在更高站位、更高领域上系统谋划，聚焦培

育壮大绿色算力产业生态上逐绿而行、向绿而歌。

陈雪俊介绍，海东市充分发挥本地能源极足、电

价极低、绿电极优、气候极好、能耗极少、回报极高的

禀赋优势，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

进工业绿色升级、农业绿色发展、服务业绿色提质，实

施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无废城市和生态乡村建设行

动，加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海东，把零碳产业园区作为推动产业“四地”建设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成功引进红狮硅

基新材料、阿特斯新能源等项目落户。

2023 年 3 月 23 日上午，海东红狮硅基新材料产

业园项目在海东开工，这对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等具有重大意义。

去年，海东市全国首个 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绿

色大数据中心和 110 千伏古驿输变电“绿电”工程建

成投运，西营 110 千伏 2 号主变扩建工程等电力设施

工程快速推进。

目前，海东市推动打造零碳数字化产业园，瞄准已

经承接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数据算力的“东数西算”

“东数西训”“东数西渲”智算超算项目，把青海中科超级

云计算中心建成“一带一路”西北地区重大标志性工程，

把济南蓝剑海东安全智算中心建成安全数字领域专精

特新原创性工程，全力推进建设智算超算核心集群。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生态、绿色、零碳、

绿化、绿算……不仅仅是一个个字面上的理念符号、

文化符号、更是一个个鲜明的实践信号，无论是以生

态和国土绿化为基的绿色经济、还是以保护环境为核

的零碳产业，都是把生态禀赋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财

富，高效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深入地同经济社会

发展实践相融合，进而筑牢东部生态高地，更好打造

绿色家园。

跑出生态惠民“加速度”

生态绿色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底气、现代市民生活

的底色、构建山水林田湖草冰生态“共同体”的底蕴。

海东市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优势是丰富的水资

源，境内有黄河、湟水河、大通河等“三河”，水资源丰

富，但地域面积狭小让发展难以“大展拳脚”，但海东

市立足资源禀赋，将制约瓶颈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

小微湿地建设，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一起并称地

球三大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

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土

地资源和生态系统，湿地在涵养水源、调节水文、净化水

质、抗旱防涝、补充地下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3 年，青海首批 13 处小微湿地正式通过省级

认定，海东市 6 处上榜。目前，海东市现有湿地 4893
公顷，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0.07%。

“咔嚓、咔嚓、咔嚓……”摄影爱好者李德芳相机

不停响起，一张张身姿优雅的天鹅照出炉。

随着冰雪消融，从黄河化隆段的天鹅湖，到湟水

河“哺育”的乐都三河湿地公园，再到互助的南门峡

水库及巴扎藏族乡学科滩湿地，“空中仙子”天鹅、

“鸟中大熊猫”黑鹳、黄嘴白鹭等珍稀鸟类纷纷前来

打卡，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往“围观”，这些

对生态环境要求近乎苛刻鸟类的造访，从一个侧面

证明了增绿和保绿并重，植绿和护绿并举的成效。

森林是陆地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维持着全球的生态

平衡，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空

气、调节气温等多种生态功能，是维护地球生态安全

的重要保障。

夏季，曹家堡机场飞机起飞或降落时俯瞰大地，

一排排、一列列各色高大的树木装饰着海东的绿色

之梦，这一切仅仅只是海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

天永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海东市以“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和全域

国土绿化行动、全民义务植树行动为重点，着力构建

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北山国家级森

林公园等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两级自

然保护地体系，统筹生态安全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推

动“林长制”促进“林长治”，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形成

抓生态、抓发展、抓民生的强大合力，真正做好森林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目前，海东市已形成田中有城、城中有林、林茂

田丰、山清水秀的新格局，实现了有山、有水、有田

园，让海东更具山水品质和清新田园，更具生态福祉

和绿色福利。

呵护绿色生态“共同体”

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厚植绿色本底并重。

4月11日上午，海东市举行2024年市直机关春季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不仅掀起了添绿增色、扮靓家园的植树

高潮，由此也拉开了一年一度全民义务植树的序幕。

上午 9 时，在海东市体育中心西侧片区义务植树

现场，海东市四大班子领导与青少年学生、志愿者、

警察、消防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等 4000 余人到植树

点共同投入到紧张植树播绿中，大家挥锹挖坑、铲

土、扶苗、踩实、浇水，一个多小时后，1.5 万余株绿色

树苗铺满原野，为河湟谷地的春天增添了清新绿意。

据介绍，4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间，将在海东市体育

中心西侧和乐都区朝阳山片区两个植树区，栽植青海

云杉、油松、祁连圆柏、山杏等 5 万余株。今年海东市

计划完成全民义务植树累计折算将达700万余株。

“把驻地当故乡，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是要当好

绿色使者、做好生态先锋，作为海东一员有义务为生

态海东增颜值，有责任为绿色海东添魅力。”海东市

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来自重庆市巫山县的石海生

边植树边说。

这句话不但道出了“外地人”加入植绿行列的生

动场景，更饱含了每一个“本地人”围绕“三山三水三

峡”，以城区绿化提档升级、城市重要绿化节点、学校内

外、主要景区、交通沿线绿化及祁连山南麓海东片区播

绿为重点，谱写人人参与植绿、护绿、兴绿的壮志豪情。

海东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陈雪俊说：“海东作为

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功能区、青海东部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和对外形象的第一窗口，在全省乃至全国生态

安全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海东市牢记

‘国之大者’，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扛实扛牢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把生态绿色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正确处理全局与局

部、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为局部增光，

更为全域添彩，在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

际生态文明高地中贡献力量。”

为进一步扩大国土绿化面积，海东还下大力气

解决“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怎么管”等问题，

推动生态保护修复模式从“单系统单要素”向“全系

统全要素”，从“各自为政、单兵作战”向“统筹协同、

集团作战”转变。

同时，锚定“绿屏障、绿河谷、绿城区”目标，通过多

频次百万人大会战，全力构建绿色海东“333”全域生态

振兴工程，全面落实河湖长、林草长制，全员推进撂荒

地整治、湿地生态修复、全域国土绿化和城市重点片区

绿化，夯实构牢绿色发展“基本盘”，切实满足人民群众

对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等美好生活的向往。

构筑绿色发展“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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