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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头的一张生态名片

从杂多县城出发，伴随着优美的歌
声，车辆沿着澜沧江源头扎曲河蜿蜒而
行，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通往昂赛大峡
谷，行驶 30多公里就到了昂赛乡。

昂赛的美，如歌中所唱，山随路转，
景随车移，巍峨屹立的山峰、形态迥异
的丹霞地貌，滔滔江水声就在耳旁，还
有美丽的高山草场。不经意间，野生动
物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葱郁的林间。

昂赛乡位于杂多县东南部，属于三
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是雪豹重
要的栖息地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
昂赛区域保留了青藏高原远近地质活
动痕迹，有着青藏高原发育最为完整的
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记录了澜沧江上
游发育的河谷特征，显示出比较完整的
草原-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景观
系统。

昂赛乡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首批授
权启动的自然体验特许经营试点之一，
2018年，昂赛乡启动自然体验项目试点
工作，2019 年获得自然生态体验、澜沧

江漂流两项特许经营权，为游客开辟了
一扇不一样的体验式旅游窗口。

据杂多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阿
德青梅才仁介绍，昂赛乡目前共有 1516
名公益性岗位生态管护员，他们将生态
保护和就业创收相结合，推动特许经营
项目发展。目前，昂赛乡 22户自然生态
体验接待家庭累计接待团队 200 个 500
多人次，带来了 200多万元的收益。

脑袋活了，眼界也宽了

5月中旬，牧草刚刚返青，尕玛索南
一家正忙着准备转场。为了让草场得
到季节性休养，尕玛索南一家要告别生
活了 3个多月的冬季牧场，带着帐篷，赶
着牦牛前往夏季牧场。

走进尕玛索南家，除了一家人住的
房子外，还有一间用集装箱改造的“星空
房”。房间内有淋浴室和 4张单人床，桌
子上还放着氧气瓶、红景天等高原应急
用品。抬头望向透明的玻璃屋顶，可以
想象当夜晚来临，透过星空房的玻璃顶
欣赏浩瀚的星空，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尕玛索南告诉记者，今年 4月底，他
接待了一队来自北京的客人，在 4 天的
时间里，他们拍摄到了雪豹、麋鹿、猞猁
等野生动物。他也有了 3000 多元的收
入。

生态体验者满载而归，生态引导员
鼓了腰包。尕玛索南说，一年下来，他
至少要接待 10个团队，算下来一年能有
两万多元的收入，这些额外收入提高了
家庭生活质量。

为了让客人吃住舒心，达到体验目
的，尕玛索南要在接待前 3天做足准备，
将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还要到县城维
修、清洗汽车，购买应急药物，准备果
蔬，提前和客人沟通航班信息等。

“大多数生态体验的客人都是冲着
雪豹来的。四五月份是雪豹繁殖期，活
动比较频繁，来这里的 80%的客人都能
拍到雪豹。客人们还喜欢体验我们的
生活，学习放牧、挤牛奶等。”尕玛索南
说。

3 年来，尕玛索南接触了来自天南
地北的客人，从最初表达不清，到现在
普通话越来越标准，甚至在接待外国客
人时也能简单对话，尕玛索南的业务能
力和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用他自己的话说：“知道得多了，脑
袋活了，眼界也宽阔了。”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无论是特许经营开展生态体验，还
是牧民变身向导在家门口致富，把生态
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昂赛特许经营的
一切管理措施，都从这一点出发。

昂赛乡党委副书记索南旦增告诉
记者，全乡 22 户接待家庭，服务一场自
然体验的收入，45%的收入归接待家庭，
45%纳入乡社区基金，余下 10%用于本
地生态保护。

“2019 年，我们发现了一只越冬路
上落单受伤的黑颈鹤幼鸟，这只幼鸟的
医疗费用、食物都是从生态基金中支出
的。”索南旦增说。

尕玛索南也是生态管护员队伍中
的一员，在没有接待自然体验任务的时
候，他就会骑着摩托车巡护草原山林，
捡拾垃圾，将它们送到乡垃圾集中分类
点。他说，只有将家乡的绿水青山守护
好，才能更好、更长远地发展。

阿德青梅才仁说，特许经营授权
后，自然体验及牧民摄影师、漂流澜沧
江等项目对本地区群众生产生活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除了对牧民及特许经营
参与户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外，特许经营
被国内外各大媒体报道后还产生社会
效应，这些特许经营产生的“物质增收”
和“精神创业”，都在推动群众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的行动自觉，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延绯)5 月 19 日，青海省人民检
察院、省水利厅在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德县举行“黄河青海流域水
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这标志着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
院、水利部部署的“黄河流域水
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在青海正式
启动。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将以专
项行动为抓手，担负起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
青海检察使命。坚持抓末端、治
已病，以最严密法治坚决依法惩
治各类破坏黄河青海流域环境
资源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坚持

抓前端，治未病，针对黄河保护
治理突出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
议、磋商、圆桌会议等方式，持续
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更好
服务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坚持共抓大保护、协推
大 治 理 ，主 动 争 取 党 委 政 府 支
持，不断深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
巡回检察，健全省内沿黄地区检
察机关生态保护协作机制，推进
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协同
配合，落实好与省河长办会签的
关于推动黄河青海流域源头治
理的意见等协作机制，加强与省
水利厅等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
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及代表、委

员监督，凝聚黄河法治保护的强
大合力。

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将以开
展专项行动为契机，坚持问题导
向、分类施策、协同推进，深度强
化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
协作，与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携手
同行、协调联动，确保专项行动
取得实效，以实际行动为我省落
实 国 家 战 略 、打 造 生 态 文 明 高
地、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保障黄
河流域水安全作出贡献。

据悉，《黄河青海流域水资
源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于
5 月初印发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和
水利部门。

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徐变银）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为改善放流水
域水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
样性，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有效
恢复，2023 年，我省计划在省内
各地增殖放流水生生物 2075 万
尾，其中包括青海湖裸鲤 2000
万尾，花斑裸鲤 65 万尾，齐口裂
腹鱼和重口裂腹鱼各 5万尾。

我省将鱼类增殖放流作为
恢复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举措
之 一 ，通 过 统 筹 规 划 、合 理 布
局，健全体系、强化支撑，加强
监管、广泛宣传等措施，推进我
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科学、规
范、有序开展。目前，全省增殖
放流综合管理能力显著提高，
水生生物资源状况得到明显好
转。

今年，省农业农村厅将以深
化增殖放流改革、全面提升增
殖效果为主线，以科学管控种
质生态安全为重点，系统提升
增殖放流的科学性、精准性、安
全性和有效性，引导更多社会
群体参与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共同推进全省渔业种质资
源 保 护 和 渔 业 工 作 高 质 量 发
展。

我省计划增殖放流水生生物2075万尾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5 月 22 日，记者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我省完成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
资源调查，新发现各类文物点 135处。

在文物资源调查中，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调查
联合考古队根据文物资源分布情况，在摸清家底的同
时，因地制宜采取不同调查方案，在文物调查工作较少
的长江源头地区、高海拔地区采取实地踏查方式，详细
了解区域内文物资源分布状况。在文物资源分布相对
明确的农牧结合地通天河区域通过专项调查方式，最大
程度地深化区域内文化遗存内涵，全方位了解青海省长
江流域文物资源特征。

记者从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调查联合考古队
了解到，据以往调查资料显示，长江流域青海段涉及区
域共计有文物资源 546处。本次调查对已知文物点开展
详细的复查，新发现各类文物点 135处。

在文物数量增加的同时，此次文物资源调查工作也
为今后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突破，达哇村东遗址、夏日寺
遗址等细石器遗存的发现，给通天河流域细石器工业的
发展与演变研究提供新的文化链条；歇武镇珠姆黑帐篷
城址的发现是江源地区首次发现有明确规制的城址，对
于研究高海拔地区聚落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资料。

通过调查，联合考古队发现，青海省作为长江流域
源头，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构成造就了独特的源头
文化。从距今 1万年左右开始，随着早期人类逐渐登上
高原，青海省长江流域所在区域广泛分布有早期先民拓
殖高原的细石器遗存，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该区域在
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不同历史背景古道的
连通下，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交流的源头文化，这其
中就有摩崖造像艺
术 、本 地 特 征 的 遗
址墓葬等。

长江流域青海段
新发现各类文物点135处

特许经营，给昂赛带来了什么？
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平

“没想到，我的家乡会受到这
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对于玉树
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热情村
牧民尕玛索南来说，带领游客欣
赏高原壮美风光、拍摄独有的野
生动物、体验原生态的放牧生活，
从一名牧民变身为生态体验向
导，不仅让他重新认识了家乡，也
让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

体验者在引导员的引导下观察野生动物。杂多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