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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 珺

天地三江源，圣境滋八方……

2019 年 8 月 19 日，承载党中央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怀期望，备受国内外关注

支持，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政

府共同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国家公园论

坛在西宁隆重开幕。

青海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省份，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的国家公

园示范省，首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举

办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也为青海打

开了一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生态文

明之窗。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对青海，是

面向未来发展的百年大计；对全国，是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世

界，是义不容辞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担

当。

今天，正值国家公园论坛举办一周

年之际，青海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

程，及时发布《三江源国家公园公报》以

及草地、森林、湿地、水资源本底调查白

皮书，建立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

测体系及国家公园展览展示平台，依法

加强各类保护地执法监管，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获“青海省改革创新奖”，

在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

的全国 10 个试点单位评估中，三江源

国家公园名列前茅，得到了保尔森基金

会组织的国际独立评估的高度评价，为

2020年顺利建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和世界第三极，

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欧亚大陆

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是世界高海

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极

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国家重要生态

安全屏障，地理位置重要，生态区位特

殊，生态系统丰富，在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在青海建设国家公园示范省，是党

中央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一项重

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

实践，对于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

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时，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来贺信指出，生态文明建设

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近年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实行了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

国家公园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

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

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

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

要举措。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先后举办了

开幕式、主论坛、4 个分论坛、6 场边会、

闭幕式和新闻发布会。论坛期间，分别

召开了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中科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

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举办了

“国家公园省、大美青海情”、10 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美丽中国大型摄影艺术

展等国家公园建设成就和主题摄影展，

取得了良好的展示和宣传效果，成为第

一届国家公园论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举行了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邮资

明信片发行仪式、《圣地可可西里》大型

电视剧开机仪式和生态环境保护公益

项目签约仪式、《三江源国家公园环境

解说手册（2019 版）》发行仪式；开展了

企业、NGO 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成就专

题展示活动，全面介绍了我国国家公园

建设和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新成

就、新实践。

论坛的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传播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向全世界发出

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西宁共识》，在国际上推动了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的话语权，对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思想观念、

政策举措、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交流，为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青海对外开放

和合作交流步伐，进一步促进了青海走

向世界，加强对外开放和合作交流，为

参与共同保护地球美丽家园，维护全球

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

青海，正在掀起神秘的面纱，向世

人展现独一无二的美丽和“国家公园

省、大美青海情”的独特魅力……

随着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

的成功举办，2019 年 11 月 26 日，外交部

和青海省在北京向世界推出“新时代的

中国：大美青海从三江源走向世界”。

大美青海，与世界同行。位于“世

界屋脊”上的青海，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一片净土，正在演绎生态文明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相得益彰的精彩中国故

事。青海是中国生态资源的宝库，是中

国绿色发展的高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要冲。青海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

发展振兴的一个缩影，是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成功写照。

推介活动上，青海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军用“四张名片”介

绍了青海的独特魅力，其中，国家公园

作为第三张名片显得尤为耀眼：“2015
年，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落户青海，开启了中国

建设国家公园的新纪元。今年，我们成

功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习

近平主席为论坛发来贺信，嘱托我们携

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中

国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成功举

办，打开了一扇青海面向全国、走向世

界的窗口。国家公园是青海的、中国

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将带着‘国家公

园’的名片走向世界。”

这次全球推介活动，是我省深入贯

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具体

举措，对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进一步扩大改

革开放及提升青海国际影响力具有重

要意义。为青海深入实施“五四战略”、

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建设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新青海提供强大动力和发展机

遇。

对于青海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面向

世界进行展示的宝贵机会。曾经“遥远

的青海”，如今走向世界舞台，让世界人

民领略青海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开放

之美、和谐之美、幸福之美，让世界认识

青海，让青海拥抱世界。

三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地区之一，青海是我国最早开展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的省份，并在全国率先启动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建设。

我们要建设国家公园，也要建设公

园国家——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饱含着

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美好生活的向

往。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是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党的十九

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可以看到，目前

自然保护地占到国土面积的 18%，生态

红线占到国土面积差不多 1/4。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目前已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地 139 个，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地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

国土总面积的 35%，这些自然保护地广

泛分布于三江源地区、青海湖流域、祁

连山地区、柴达木盆地、湟水流域，涵盖

我省五大重点生态功能区，涉及野生动

植物、湿地等多个类型。

湿地公园是国家湿地保护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区域生态状况，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

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集中保护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托森林、湿

地、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适时发展

生态旅游，实现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

的局面。目前，我省稳步推进湿地保护

恢复工程和湿地公园建设，巩固提升全

国湿地面积第一省的生态地位。

海 东 市 现 有 湿 地 面 积 11921.1 公

顷，其中国家级湿地公园 2 个。自 2013
年《湿地保护条例》实施以来，海东市高

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明确指出凡是湿

地必须予以保护，在建设中优先进行保

护湿地，无条件予以保留，不得破坏，并

推进湟水河、黄河湿地公园建设；在绿

化工作中，结合湟水河综合治理工程和

各县域内支流现状，重点突出对湟水湿

地的保护，开展两岸护岸林建设，逐步

改善湟水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西宁市于 2012 年正式启动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自创建以来，紧紧围绕生

态环境、林业产业、生态文化三大体系

和森林资源安全能力建设，开展了一系

列治山、治水、治气、治城的生态绿化工

程。

通过持之以恒的植绿播绿，西宁市

绿地总量大幅增加，森林覆盖率快速增

长，40 项创森评价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

家评价标准，初步形成了“城在林中、楼

在树中、人在绿中、林水相依、林路相

嵌”的森林城市生态格局。

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相信，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国家公园

体制，会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

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

产。

“国家公园”走向世界的绿色名片

通讯员 三江园

盛夏 7 月，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三

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保护区，关注

那遥远、寂寥而又繁忙的卓乃湖，这里

正在发生一年一度最盛大的野生动物

“聚会”，4 万多只雌性藏羚羊从四面八

方汇聚此地产羔。

我们来到地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

西里管理处，采访了卓乃湖保护站站

长秋培扎西。

采访中，秋培扎西给我们分享了

他手机里记录的万只藏羚羊集群迁徙

的震撼场景，还有跟随而至的狼、狐狸

等天敌，其情其景和非洲大草原成群

角马迁徙景象相似。

“这就是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也很

焦急，但不能人为干涉。狼群围猎藏

羚羊，最糟糕的就是导致许多母羊在

拼命逃跑时流产或早产，显然，狼群围

猎是造成藏羚羊产羔成活率低的重要

原因之一。”守护藏羚羊十几年的求培

扎西感慨道。

藏羚羊踏上迁徙卓乃湖之路，地

上追逐的有棕熊、狼、狐狸等，天上有

金 雕 、秃 鹫 等 盘 旋 ，可 谓 有 陆 空 天 敌

立 体 捕 猎 ，在 卓 乃 湖 ，食 肉 动 物 捕 食

藏 羚 羊 ，是 再 正 常 不 过 的 自 然 法 则 ，

也 是 成 就 可 可 西 里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基础。

现 年 38 岁 的 秋 培 扎 西 是 可 可 西

里 英 雄 的 后 代 ，他 舅 舅 索 南 达 杰 倒

在 了 盗 猎 者 的 枪 下 ，他 的 父 亲 奇 扎

巴 多 杰 也 因 保 护 可 可 西 里 不 幸 离

世 。 他 13 岁 就 跟 随 父 辈 数 次 深 入

可 可 西 里 巡 山 ，耳 濡 目 染 英 雄 们 昔

日 攻 坚 克 难 保 护 藏 羚 羊 、英 勇 与 盗

猎 分 子 做 生 死 搏 斗 的 事 迹 ，深 深 眷

恋 着 这 片 土 地 。 大 学 毕 业 后 他 回 到

家 乡 工 作 ，而 今 ，他 在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管 理 局 长 江 源 园 区 可 可 西 里 管 理

处 卓 乃 湖 保 护 站 站 长 的 岗 位 上 已 经

坚守多年。

秋培扎西说：“十多年前由于人们

的疯狂盗猎，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一

度锐减到 2 万只。如今藏羚羊种群逐

渐恢复，已达到了 7 万多只。每年来到

卓乃湖的母羊有 4 万多只，其中怀胎适

龄母羊约占一半，可真正顺利产羔的

母羊就只有 20%到 30%。”

秋培扎西认为，气候和天敌影响

藏羚羊成活率，这是自然规律。可可

西 里 无 人 区 是 众 多 野 生 动 物 相 互 依

存 的 共 同 乐 园 ，种 群 扩 展 受 气 候 、地

域 、食 物 链 等 多 种 因 素 制 约 ，顺 其 自

然 不 能 人 为 改 变 。 真 正 需 要 关 注 和

警惕的是人为干扰因素，藏羚羊之所

以选择在卓乃湖产羔，并不是此处的

水草有什么特别或有什么神秘驱使，

其生命密码就是物竞天择、看好这里

偏 远 安 静 的 产 羔 环 境 ，老 羊 带 小 羊 、

一 代 代 就 这 样 传 承 下 来 ，积 少 成 多 ，

从 而 形 成 了 现 在 这 样 大 规 模 集 中 产

羔 的 奇 观 。 一 般 藏 羚 羊 产 羔 会 集 中

在 7 月初的某三天，就如下冰雹场景

十 分 震 撼 ，待 羔 羊 略 成 长 能 撒 欢 、入

秋前的某天，一夜间数万只藏羚羊像

接到命令一样突然从卓乃湖消失，令

人称奇。

“看到这些可爱的高原精灵，呵护

之心油然而生，我们能做的就是怎样

进一步消除人为干扰。特别是产羔迁

徙季，除继续组织巡护队日夜守候在

公路等必经危险地带外，还要加大对

游人擅自穿越、下路追随拍摄藏羚羊

等违规行为的制止力度，也希望人们

不要追随到卓乃湖拍摄惊扰藏羚羊产

羔，至少要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秋

培扎西道出了心声。

守护藏羚羊，守护可可西里，秋培

扎西他们受苦受累、甚至历经生命危

险都不在话下，只希望得到更多人们

的理解和支持，共同守住这个弥足珍

贵的世界自然遗产。就在几天前，为

了救护 4 只失去母亲的羔羊，他们从

卓 乃 湖 出 发 ，整 整 40 多 个 小 时 走 了

140 公 里 路 ，最 后 终 于 把 小 羔 羊 安 全

送 达 索 南 达 杰 保 护 站 藏 羚 羊 救 护 中

心。

卓乃湖及藏羚羊

江源牧人家。 江源。 本报记者 杰拉 摄

治多县多彩乡河流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