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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宋明慧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但

也十分脆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

生态功能最大化，是这一区域的主要

任务。青海作为青藏高原重要核心区

域，生态环境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关乎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生

态保护第一，聚焦实现生态功能最大

化，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青海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牢牢把握“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

“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紧紧围绕

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着力在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上取得新成就，守护好“三

江之源”“中华水塔”，让绿水青山永远

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

磐心守磐心守““塔塔””筑屏障筑屏障

走进青海湖仙女湾，生态管护员

才让端周正和同伴在湖边开展巡护，

并将巡查发现的野生动物、草场的相

关情况记录在巡护手册上。几年来，

才让端周见证着这里的生态环境发生

的可喜变化，正如他所言：“原先这里

的草不是很茂盛，现在，草不但长起来

了，湿地面积也在增加，夏天的时候有

很多鸟来此栖息。”

青海湖作为中国最大内陆咸水

湖，水鸟种类和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

加，一项项关键生态指标持续向好，青

海湖生态之变，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的生动缩影。

于青海，生态是立省之本、发展之

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保护好青海生态环

境是“国之大者”，坚定不移做“中华水

塔”守护人，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山水草

木、万物生灵。

履行守护生态安全重任，青海正

在以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新

高地为统领，奋力打造生态安全屏障、

绿色发展、国家公园示范省、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七个新高地”，全

方位推动更有力度、更高水平的生态

文明建设。

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绿色“家底”不断扩容，生态底蕴

更加厚重。而今，草原植被综合盖度

达到 58.12%，湿地面积居全国首位，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

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

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多年

保持在 96%以上，长江、黄河干流、澜

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保持在 II 类及

以上。

放眼全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青海采取

一批战略性举措，推进一批关键性改

革，实施一批支撑性工程，开展一批系

统性治理，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如

今，生态文明理念徜徉在绿水青山间，

一个个务实举措和生动实践，折射出

青海生态之优、发展之变。

山水相融美意浓山水相融美意浓

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这是顺应时代发展主

流的一次理念革新和创新之举，也是

大美青海打响生态品牌，彰显生态魅

力的时代之举，国家公园成为青海走

向世界的亮丽“名片”。

三江源，中国国家公园的先河从

这里开启。从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省份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公园设

立省份之一，青海在建设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走在前

头，率先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省份，勇

于争当“优等生”，坚持规划引领，制定

实施《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总体规划》，出台

管理体制建构方案等 18项制度办法，发

布建设规范等 4项技术标准，形成了规

范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制度标准体系。

一路改革创新，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为中国建设国家公园、加快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创造了经验、提供了示范。青海

着力破解“九龙治水”困局，构建起主

体明确、责任清晰、相互配合的中央和

地方协同管理机制，完成了国家公园

“一块牌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形

成了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九大理念”

和“十五个体系”。

突出制度性创新，扎实推进国家

公园示范省建设，加强自然生态系统

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三江源国家公

园率先建立自然保护地制度标准体

系，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发布；祁

连山国家公园全面完成试点任务，将

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民生发展、民族

团结融为一体，首创“村两委+”社区共

建共享模式；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任

务完成，形成高原独有的“水草鱼鸟

兽”共生生态系统。

目前，全省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达到 7 类 87 处，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9.18%，高于全国 18%的平均比例，初

步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

自然保护地新体系。而今再看，国家

公园于青海，生动诠释了重要的生态

责任，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青海任重

而道远。

产业向产业向““新新””绿潮涌绿潮涌

生态于青海，是底色更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在打造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当下，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良好的生态资源中找寻绿色发展的

“最优解”，点“绿”成金的故事很多。

地处青海湖畔，充分依托独特的

生态资源禀赋，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找

寻发展动能、挖掘经济潜力，依湖而居

的村庄在绿色维度中有了更多绿色

“出路”，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辩

证统一。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黑马河镇

文巴村集体产业园里，牧之源文巴民

宿成为村里的集体产业，56 间客房的

住宿规模在旺季高峰时供不应求。

这个以牧业为主的村子，而今站

在了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战略

机遇“风口”，为这个传统牧业村的绿

色可持续转型创造了先机。

文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多主才让告诉记者，作为村里的集体

经济，民宿以 6年租期协议交由三方经

营，租金收益达到 200 万元，而且还能

解决村里的一部分就业。如今，他们

和黑马河镇其他几个行政村一起，瞄

准住宿、餐饮、购物等业态，准备将产

业从文巴村延伸到黑马河镇，不断做

大做强村集体经济，集体产业园建设

项目也正在推进。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游业的发展

开辟了“赛道”，也为群众增收创造了

更多“绿色机遇”。统筹生态价值、生

态责任、生态潜力的内在逻辑，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于地处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亦

是如此。

有着 461 户 2008 人的泽库县和日

镇唐德村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村落，在

唐德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扎西当

智看来，草场是命根子，也是重要的经

济来源，保护好生态环境，牧民群众就

能在产业的良性发展中持续受益。

立足生态优先谋划特色产业，生

态保护成效不断凸显。扎西当智告诉

记者，他们建起唐德村有机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在原先发展泽库牦牛

特色养殖、畜产品加工基础上，立足生

态保护完善产业链条，建起了蔬菜温

棚和服装加工厂，过去分红多时达到

了 50 万元，而且全村人人受益。随着

产业的做大做强，唐德村年人均收入

达 2万元。

从一项项生态保护的具体行动到

衍生更多生态财富，今天的青海大地

上，生态保护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

断延展。不断“放大”绿水青山的“颜

值”，宝贵的生态资源正转化为能动的

经济财富，涵盖生态、生产、生活维度

空间，辐射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经济

发展等各领域，各行各业正逐绿前行、

向“新”提质。

守护“中华水塔”铺展活力“绿脉”

江源静湖。 赵金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