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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个“问题图斑”，全部如期整改。

6.92万亩被破坏的国土，得以修复治理。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片区内，78宗矿业权被注销。草原一碧千里，羊群珍珠洒落……

多年顽疾破题，图斑变身图景！

由“线”及“面”，持续发力。

“可可西里地区五道梁垃圾带”问题立行立改，三江源核心区

“全域无垃圾、禁塑减废”专项行动全力推进，青海湖流域垃圾清理

整治百日攻坚，高原更洁净。

青海既是黄河源头，黄河干流的近 1/3也在这里。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警示片反映青海 9项问题，青海明确 47项整改措施，

同时自我加压，揪出 890个具体问题，为“黄河安澜”作源头贡献、担

干流责任。

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政治钥匙。牢记“国之大者”，共护“中华水塔”，发力的不只青海。

政策、项目、资金、技术，边整治、边支持、边投入。两年来，中

央政法委、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

委对口支援，用于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等，已达 376亿元。

“生态环境部着力加强现场督察检查，推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已安排中央生态环境资金 10.46亿元，支持矿区水环境

治理与生态修复。”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说。

“自然资源部从青海实际需要出发，指导完成木里矿区全部矿

业权退出，近 3年累计安排专项资金 3.1亿元，支持开展地质灾害

防治。”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说。

“国家林草局 2020年以来累计下达青海各类中央资金 157.2
亿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年又投

入 1200万元，支持木里矿区生态监测及植被演替进程研究。”国家

林草局局长关志鸥介绍。

人一旦被思想武装起来，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青海省草原总站有个女会计，主动要求上木里。患了感冒，大

家让她撤，她说我年轻，吃点药就行。病情加重，连夜送西宁，艰难

呼吸中还在说，“对不起大家，帮了倒忙……”

红着眼眶讲述的蔡佩云，明年将退休。滑膜炎严重，上下

矿坑钻心疼，照样一趟趟来木里，今年就跑了 10 多回。高原反

应强烈，头疼得睡不着觉，却不敢多吸氧，“怕有依赖性，影响以

后来木里”。

“总书记讲，‘林草兴则生态兴’，还讲‘生态兴则文明兴’。我

们林草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啊！”

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综合治理行动，数十万人参与，打响人民

战争。两年过去，“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 60项任务已完成 48项，

12项取得实质性进展。

青海有最美的草原。

全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总面积 5.47亿亩，绿色有机认定面

积超过 1亿亩。

在青海采访，最寻常的是脚边拱出的一簇簇小草，最难忘的也

是这些叫不出名儿的小草。三四千米高度，顶风冒雪抗严寒，相互

支撑成绿茵。一阵风过，齐齐颔首，静谧高原，刹那间涌动无限生

机……

（六）以风清气正赢得山清水秀

自然生态牵系政治生态。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答
好这份特殊考卷

西宁城南，青海省看守所。面对记者，原木里煤田管理局局长

李永平陷入了沉默。

刚任局长时，也曾“一心想着做好工作”——发现兴青公司非

法盗采，果断叫停达一年零四个月。

文国栋的强势介入，让他很快破防：木里焦煤经济利益巨

大，“一铲下去 1000多元”；按州里“一把手”意图办事，“仕途不愁

不顺”。

最终，李永平不仅同意兴青公司复工，自己也参与倒买倒卖，

彻底滑向腐败深渊。

木里矿区非法采煤，挖坏了自然生态，也污染了政治生态。一

旦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逆淘汰”现象不可避免——坚持原则有代

价，敢于斗争被打压，逐流扬波最划算。

综合整治，亟待一场更为艰巨、更为深刻的政治生态修复。

“痛定思痛，保护好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必须涵养好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信长星说，政策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只有青海的干部真正对“国之大者”时时放心不下，自觉化为政治

担当，工工整整、一笔一划答好这份特殊考卷，才能从根上解决

问题。

以木里整治为契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青海治乱

勘误，正风肃纪——

先向体制机制开刀。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名为省属州管，实际省里不

管、州里乱管。文国栋以体制不顺为借口，把管党治党责任一放了

之，转嫁给一位党工委副书记。

作为党的组织，试验区党工委从未召开过一次专题会议分析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从未向省委报告过落实责任情况，党内政

治生活长期不正常；作为“班长”，文国栋对班子成员献上的钱物，

悉数笑纳。

“底气不足，腰杆不硬。我在上面松一寸，下面就会垮一丈；我

在上面放水，下面就敢开闸……”文国栋感叹。

“宽松软”带来“烂泥滩”。调查整治中，曾在试验区党工委及

下属机构任职的干部，有 16人因违纪违法被处理。

木里煤田管理局呢？长期和企业共用食堂，“一个锅里吃

饭”。执法权更是笔糊涂账：省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 4个部门

抱怨，行政执法权下放了，管理局不作为；管理局辩称，放权不彻

底，执法没力量。

改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明确试验区管委会为

州属州管；撤销木里煤田管理局，设立木里煤田生态环境保护局，

全面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专责……体制机制畅通，权力正确

运行。

腐败是政治生态最大的污染源。查处木里问题形成强大的

政治势能，青海就势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放大“木里效应”。

2021年 4月，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兴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守着盐湖富矿，咋就亏得一塌糊涂？一查真相大白，董事长和

总经理长期监守自盗，把利益“输送”给周边几百家企业，“亏了公

家，肥了自家”。

全面从严、一严到底。两年多来，青海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

政法队伍、粮食统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先后开展专项整治，共

立案查处违纪违法干部 3182人。

“一把手”是地方的风向标，“一把手”出了问题，对政治生态的

破坏力极强。

“有能力、有魄力”，同时“比较霸道”。这是海西州不少干部对

文国栋的共同印象。“一把手”主持一个地方工作，如果民主集中制

被丢到一边，又缺少有效监督，很容易形成“一言堂”。

作为省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南积英有了项新任务，定期跟自

己职责所辖的市州、省直单位“一把手”和班子成员，一对一谈心

谈话。

“常常一谈几个小时。领导干部有什么思想动态、难题难事说

一说，我们给提个醒、帮着捋一捋。这本就是正常的党内政治生

活。”南积英说。

研究制定监督“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二十条措施；组织市州

书记、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到省委全会、省纪委全会上述责述

廉，接受评议；出台文件、确定试点，指导县级纪委破解同级监督难

题……硬招实招迭出，只为管好“一把手”。

讲政治是具体的。把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落到具体的人

和事，才能确保行动不做选择、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如今在青海，各地各级党组织手里都有一份清单，列明地方

或领域相关党内政治要件贯彻落实情况，定期‘回头看’。纪检监

察机关手里也有一份清单，701条监督事项，项项都有台账。”青海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汪洋说。

政治监督，细化为监督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担当、政治规

矩和政治效果，既看过程，也看执行，更看成效。

自 2021年开始，青海连续开展“护航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专项

政治监督，任务逐年分解，专人专班专项盯牢。2021年至今，共开

展 287次，公开通报曝光 8起典型案例。

风与纪相辅相成。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风是生命线，纪律

是保障网，干部是关键点。

生态整治的山山坳坳，成为锤炼作风的好战场。

2020年图斑整治，祁连县在全省垫了底。

22名县级领导、25个乡镇和行业部门负责人，下沉一线，挂图

作战。19名换届调整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先不安排工作，就地

转入“攻坚专班”。有路开车，无路骑马，马上不去，手脚并用往

上爬。

干部带头，万事不愁。百日攻坚，祁连打了翻身仗，“老末”成

了“排头兵”。

“咋识好干部？闻闻身上的味儿就知道了！”祁连县委书记何

斌说。百日攻坚，时任县委副书记巴特，工作连轴转，天天钻深山，

浑身上下，一股汗味儿。

满身汗味的巴特，被提拔到州里当了自然资源局局长；同样真

抓实干的副县长罗增，破格提拔到州林草局担任“一把手”。

选人用人导向正确，干事创业氛围就浓，政治生态就好。如今

在青海，在重大任务落实中考察干部，大力选拔生态保护一线干

部，成为一个鲜明导向。

这次州县乡村换届，海西州精神振奋。文国栋“远近亲疏”量

干部，曾让海西寒了心。如今，24名来自艰苦边远地区和急难险重

一线的干部被提拔使用，12名处分期满、表现优秀的干部被重新起

用，而 17名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被免。

干部能上能下，一把尺子分明：敢不敢担事、愿不愿做事、能不

能干事。

纠树并举，正气充盈。

2020年，青海拎出“推、拖、怕、贪”四种作风突出问题，全省集

中整治。2021年又挑出 10个省直部门的“行业病”、8个市州的“地

方病”，重点整治。

今年一开年，青海召开全省作风建设推进会，部署开展“转作

风、树新风，建设新青海，迎接二十大”专项行动，18条具体举措，激

励实干担当，引导干事创业。

把纪律挺起来，把风气树起来，把责任扛起来。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综合整治是一场生态大考，也是一场政治大考。以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护航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让青海成为全面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地，青海的干部群众，心中有数，脚下

有路。

（七）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
高地

牢记“国之大者”、锚定“生态立省”，守
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今日青
海，真正大美

碧波如镜的仙女湾，遇到巡湖的尖木措。

这里是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47岁的尖木措，是海北州海晏

县甘子河乡达玉村村民、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

2021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离他家不远的仙女湾。

“我之前去看了三江源、祁连山，这一次专门来看看青海湖。”

那一天，站在青海湖边，环顾四周，总书记反复叮嘱当地党政

负责同志，青海在生态文明方面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分量很重。

要把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

那一天，尖木措正在附近巡护，远远看到总书记，别提多激

动。“后来看新闻，听总书记说‘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

藏’，心里头热乎乎！”

从志愿者到巡护员，一干近 30年，青海湖就是尖木措的心尖

子、眼珠子。如今，达玉村 100多个牧民加入巡护行列。以前没见

过的花开了，没见过的水鸟来了，退化多年的草场，现在能藏兔子！

“这十年，青海湖越来越清澈！”

阳光下的青海湖波光粼粼，一望无际。干了 16年物种保护，

孙建青如今是青海湖景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一本本巡护记

录，刻下湖水变清的印迹：

水质提升，裸鲤恢复到 10.85万吨，增长 40多倍。青海湖旗舰

物种普氏原羚，过去不足 300只，现在超过 2800只。这里成为中国

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地方，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驶

入快车道……

青海湖清了。因湖得名的高原省，也在重新掂量“生态环境”

四个字的分量。

这是特别的叮嘱——

201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最大的

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这是特别的托付——

2021年3月，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必

须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这是特别的定位——

2021年 6月，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保护好青海生态环

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

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这是特别的谋划——

2021年 7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

…………

“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

献。”“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殷殷嘱托，厘清思路，指明方向。

青海在行动——

加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行

动方案出台，以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新高地为统领，一体

建设生态安全屏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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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生物多样

性保护“七个新高地”。

《保护中华水塔行动纲要（2020—2035年）》深入实施。《青海日

报》开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青海生态文明

建设”专栏。

今年 5月，青海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定位，

充分认识青海的发展潜力在地下、在山上、在水上、在草上、在冰

上，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青海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

牢记“国之大者”，锚定“生态立省”，打造“生态高地”。

奔走在青海高原，一个个镜头不期而遇、触动人心——

8月的黄河源，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海拔 4610米的牛头碑，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擦泽村生态管护员索索掏出笔记本，观测记

录密密麻麻。“我是国家的人！”三江源国家公园 2021年正式设立，

索索多了句口头禅。

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实施新型生态保

护管理体制，辐射到村，一户一岗，1.72万名牧民变身生态管护员、

巡查员。省财政每年拿出 3.7亿元，户均年收入增加 2.1万元，草原

守护者也是生态受益者。

“这十年间，藏羚羊增至 7万多只，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

高 10%和 30%以上。”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绍，

“中华水塔”越来越丰沛洁净，2021年向下游输水 900亿立方米，创

下近年来的峰值。

青山环抱，云杉作陪。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生

态管护员聂文强拉着我们看宣传片：“刚才那只荒漠猫，就是我巡

护时拍到的！”干了 6年生态管护员，岩羊、蓝马鸡、雪鸡，越来越多

闯入镜头。

像这样的标准化管护站，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有 40个，

1265名管护员，2021年巡护超过 134万公里。随着祁连山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全面推进，雪豹、棕熊、猞猁、马麝等野生动物资源不断

增长，前不久，管护站配备了巡护无人机，聂文强们的管护、拍摄硬

件，双双升了级。

最近两三年，摄影师们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拍摄的照

片，获得国内外奖项上百个，两次摘取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大奖，成

为生态摄影界的“青海现象”。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青海已经成为一个有鸟有兽的野生动物

园，有花有草的植物园，摄影师们的创作乐园。”青海省林草局副局

长王恩光解读。

从大江大河到雪山冰川，从湖泊湿地到草原森林，广袤高原上

的山川之变，因何而生？

在青海的日子里，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追问。

“如今在青海，不懂生态保护，就当不好干部。”这是海北州委

书记多杰的回答。

海北州“问题图斑”整治，祁连任务最重。5.2万人口的小县，

整治资金咋筹措？

2021年，祁连县拿出当年全部财政预备费 500万元，投入综合

整治。

“你还过不过日子啦？这刚 4月份。”州委书记问祁连县委书

记何斌。

“图斑整治是必答题，不讲余地。”

“你们祁连这是认准了啥叫头等大事啊！”

在何斌看来，生态欠账迟早要还，“阵痛必须在我们手里消化

掉，给历史一个交账，给子孙一个交代。”

之所以敢于交账，是因为有笔大账——“总书记提出推动建

设产业‘四地’，给青海绿色发展指明方向。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哪一个都连

着祁连的绿水青山。今天整治到位，未来这碗‘生态饭’才捧得牢，

吃得香。”

这笔长远账、整体账，祁连的干部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群众最通情达理。把账算清了，道理也就讲透了。”何斌说。

讲来讲去，到底啥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是关系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大道理，也是千家万户息息相

关的实道理。干部讲这理，群众服这理。”多杰说。

“请示个事：这树到底能不能砍？”

今年 7月份，海晏县两位 50多岁的农民，敲开海北州生态环境

局局长王清的办公室。

两人想把自家栽在门口的两棵杨树砍了，又拿不准政策上允

不允许。一合计，干脆找到生态环境局，彻底问个明白。

“这搁过去，不可想象！”王清感慨。

变化的不是一个两个。如今在海北州，每到湟鱼洄游的季节，

牧民骑马过河，生怕踏伤湟鱼，宁愿远远绕路，寻桥再过。

“今天，青海上下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信心更坚定，各族干部

群众的生态文明理念更牢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中

央有关部门赴青海工作组成员、国家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司一级

巡视员吴秀丽感慨。

“最大的变化还是观念。甩掉了思想包袱，下决心转型发展走

新路。”中央有关部门赴青海工作组成员、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

司司长邓国平说。

数字说话——

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 3个国家公园已设立或正在创建，昆

仑山国家公园在开展创建前期工作。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

为 42%，生态管护员总数已达 14.5万名。

生态立省发展战略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步履坚实，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系统治理。

看水质：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100%，长江、黄

河、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及以上；

看湿地：总面积超过 8万平方公里，稳居全国首位；

看林草：这十年间，全省森林覆盖率从 5.2%增至 7.5%，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达到 57.8%；

看“气质”：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 95%。

…………

今日青海，真正大美。

大美青海，美在景致，也美在脑筋，美在人心。

（八）高质量发展之路畅通人心

从“懵了”到“醒了”“悟了”。以人民为
中心，产业“四地”金钥匙，打通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

走在木里，大地上两条醒目的轨迹，对比鲜明、发人深省：

一条，运煤专用铁路，再不闻车轮与钢轨的撞击；

一条，复归清澈的大通河，浩浩汤汤、奔腾不息。

前些年，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持续加大，海西、海北等资源依赖

型州县矿权大量退出，地区生产总值一度“断崖式下滑”。2020年

以来的木里矿区整治，更是宣告老路不通。

下一步怎么走？当地人一时间“懵了”。

短视带来的阵痛，着实挺疼——

草场换补偿，聚乎更村牧民罗加“发了笔横财”，40万。没想

到，开矿造成粉尘污染，羊羔大批病死，“每年少收入小 10 万，不

划算！”

“横财”变“横祸”，罗加醒过闷儿来：“现在给我金子也不换，好

生态才是咱牧民丢不了的金饭碗……”

木里非法采煤问题“猛击一掌”，当地干部也“醒了”。

“生态优先是关系发展观、政绩观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

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海西州委书记王定邦说，“海西是支撑

青海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和全省资源开发重点地区，必须统筹

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痛定思痛，知耻后勇。

今年上半年，海西州 12 项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全部由负转

正。地区生产总值、一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项指标增

速，均居全省之首。

从盗采滥挖的“深坑”里突围，靠什么？

海西人说，关键还是“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带来新发展局面。”

“做决策、上项目，首先把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前置

条件”。这两年，海西州目标责任考核中，生态文明指标所占权重，

从 5%提高到了 26%。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青海各级党委政府，从内心里“悟了”。

以前遍地找矿，现在找的是风和光。海西州柴达木沙漠

基地、海南州戈壁基地，纳入国家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

点的新能源发展布局，第一批 1090 万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全部开工建设，规模占到全国的 11.2%。走新路，增了绿色，添

了“风光”。

“禁牧封育、以草定畜，不得已减少牛羊存量、谋求品质增量，

没想到赶上了有机畜牧业的东风！”生态优先倒逼产业转型，海北

州祁连县副县长、农牧局局长祁才让信心大增：全县 90%以上草场

获得有机认证，26万头（只）牲畜挂上了“有机身份证”，一跃成为全

国最大的天然有机牧场。

2021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强调：“要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格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结合实际、扬长避短，走出一

条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开发什么，保护什么？如何扬长，怎样避短？对约九成国土都

属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的青海来说，深长嘱托，竖起最醒目

的路标。

路径清晰，抵达目标，还得有充沛动力。

盐湖人找到答案：创新。

烈日下的察尔汗盐湖，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

公司采收车间里，采盐船老船长贺连福惬意地坐在办公室，盯着

电子屏：新近上线的数字化工厂系统，让远程操控无人化采船成

为现实。

“过去日晒风吹满嘴咸，如今找到了工程师的感觉……”老贺说。

海西不光有煤，盐湖也“富钾天下”。资源富集，但禀赋一般，

产能有限、回收率不高，长期“卡脖子”。

聚焦钾肥主业，聚力自主创新，盐湖股份开发出全球最完备、

第一流的生产工艺集成体系，钾资源综合回收率从不到 30%提升

到 75%，国产钾肥市场占有率达 60%以上，给粮食安全添上一块

“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体现在每一滴卤水中。我们就是要狠抓循环利

用，把每滴卤水‘吃干榨净’。”盐湖股份钾肥分公司副总经理钟定

勇说。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四地”

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青海的四把“金钥匙”。

拿到“金钥匙”的盐湖人深思：距离“世界级”，到底有多远？

察尔汗盐湖，5856平方公里矿床，并非只有“盐”，锂资源储量

占全国半壁江山。同时，每立方米原料中，锂含量连 100 克都

不到。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胜，亲历了盐

湖产业从单一利用走向多元开发的探索历程。

唯有创新。企业研发投入年均递增 20%，先后拿下国家授权

专利 37项，“镁中取锂”的世界性难题终获突破，今年产量同比增长

有望超四成，稳居国内前列。

过去“锂屈词穷”，现在“锂直气壮”，张成胜咂摸出新滋味：“高质

量发展、世界级产业，就得千方百计把战略资源、关键技术握在手中。”

大盐湖做出大产业。2021年，青海全省盐湖产业产值达 331
亿元，同比增长 46.2%。

没有破茧成蝶，哪能振翅高飞？

落实新发展理念，曾经弃风弃光、消纳不足的青海清洁能源产

业尽享“风光”红利，截至今年 6月底，全省电力装机中，清洁能源占

比 90.93%，新能源占比 61.82%，均为全国最高。

今年 7月，从三江源头到青海湖畔，从城市社区到农家牧乡，

青海每一户企业、每一盏灯，点亮的都是绿电。连续第六年开展全

清洁能源供电，丰沛绿电源源不断输送外省，让每个青海人对绿色

低碳新生活，有了更多体悟。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从掠夺到共生，从冲突到相拥，人与自然彼此重塑。

黄墙红顶小木屋，格桑花蓬蓬勃勃；远处山峦起伏，近旁油菜

青稞。正逢周末，祁连县卓尔山下，“草帽哥山水农庄”一房难求。

“草帽哥”大名马成祥。6年前，为给媳妇治病，生活一度跌入

谷底。

纳入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又给找份护林员工作。靠着

5万元精准扶贫免息贷款，搞起农家乐。卓尔山好风景，高原上农

家饭，不时发个短视频，成了网红“草帽哥”。

当初一间老房子，做到 16间民宿，“前后投了 200万元，今年就

快回本了。”马成祥说。

好山好水好养人。曾因生病瘦到 80斤的女主人丁桂花，如今

忙里忙外，撑起半边天。

生产、生活、生态，在卓尔山下融合融洽。5.2万人口的祁连

县，文旅从业人员 1.2万，乡村旅游接待点 120余家，2021年旅游综

合收入 8亿元。青山绿水，长出生态红利。

日子红火的“草帽哥”，想的不光自己。乡亲们想搞牧家乐，没

经验，“草帽哥”出主意；缺资金，“我帮你垫上。”

“卓尔山越来越美，客人肯定少不了。一起吃‘生态饭’，才有

嚼头。”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

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

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

求。”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高质量发展之路带来民生福祉的不断增进。2021年，青海全

省接待游客近 4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49.9亿元，同比增长

20%。牦牛、藏羊可追溯已覆盖 39个县市，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突破 1000个。

走在复绿的木里矿区，罗加藏袍里终于敢穿白衬衣。

如今的罗加重操旧业，畜起牛羊，入股村合作社。听说要建木

里—江仓草原自然公园，罗加盘算多养几匹马，将来搞个生态马

队，“带游客逛逛草原风光，看看换了模样的矿坑渣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人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绿色发展

新路，畅通了高原人的心胸。

过去一听“生态优先”，心里疙疙瘩瘩，“凉水里泡酥油”，化不开。

如今站在“地球第三极”，600万“中华水塔”守护人，敞亮坚定

有劲。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新时

代新征程，这碗“生态饭”的味道，一天比一天醇厚；青海各族儿女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

青山不语，大河奔流。

大通河的方向是黄河，黄河的方向是大海。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引下，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光辉彼岸，美丽中

国，一往无前。

（本报赴青海采访组：胡果、廖文根、刘毅、刘维涛、姜峰、刘雨

瑞；北京采访组：张毅、赵永平、张洋、赵成、寇江泽、常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