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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的秋天，来得比不少地方要更早

一些。

在这片 19.0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很

难用一种色彩去定义。告别夏日的热烈绚

烂，高原上一层秋风一层凉，沉淀出更加成

熟饱满的气质。寻秋三江源，寻的是大自然

妙笔绘出的风景之美，寻的也是三江源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两年来的蜕变之姿。

青黄蓝相接，黄河源区
秋景动人

从西宁出发，一路向西南而行。过日月

山、倒淌河，遥望龙羊峡，穿过共和盆地，辗

转绕进烟斗状的兴海大草原。在这个如同

天设的“聚宝盆”里，草场渐次泛黄；再经过

豆错和花石峡，便进入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黄

河源区。

黄河源区里，初秋的印记更加明显：大

小不等的湖泊周边，水草最先呈现出明暗不

等的黄色。本是一片绿毯的草场，亦被渐渐

过渡的草黄色代替，在阳光的映射下，由绿

变黄的草场没有寂寥萧瑟之感，鲜亮的黄色

在风中如水浪般漫向远方，散发出蓬勃的生

命力。

很难想象，10 多年前，这里草场退化、几

乎是一片不毛之地。

在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

前，黄河源区已经着手开展一系列生态修复

措施，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后，又累计投入

62 亿元实施生态修复项目。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绍：“现在三江源

国家公园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上，草

地 覆 盖 率 、产 草 量 分 别 比 10 年 前 提 高 了

11%、30%以上。”

“中华水塔”的水量更充沛了，“千湖之

县”玛多县的秋景愈发动人——每前行数百

米就有一个湖泊揭开面纱，大片生态湿地汇

聚成“星星海”。若是夜间经过这里，明月倒

映水中央，与星星点点的湖泊共同勾勒出一

幅人间天境图。

在玛多县境内沿国道前行，黄河多了几

分不羁与豪迈，时而浩浩汤汤奔涌前行，时

而辫状分布、九曲回肠。再往上游走，站在

牛头碑上俯瞰，初秋的鄂陵湖，在一片棕色

岸堤和群山的包围下，湖面澄亮如蓝宝石，

美得让人屏住呼吸。扎陵湖、鄂陵湖，俗称

“姊妹湖”，是黄河源的两座水库，也是两座

天然巨型“沉淀池”“过滤器”。三江源国家

公园设立后，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都

成为重要的保护分区，国家重要湿地和自然

遗产地的地位进一步突出。

约 古 宗 列 曲 就 在 前 方 ，万 年 流 淌 的 溪

流，终将汇聚成滋养众生的大河。河源胜地

的秋，在天地间如此豪迈多情。

棕灰色渐变，高原动物
活跃在雪山草甸间

车行 214 国道，远处的巴颜喀拉群山雪

峰傲立眼前，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灿灿。山

脚 下 ，藏 狐 、藏 野 驴 等 野 生 动 物 不 时“ 闪

现”。活跃在雪山草甸间的高原动物，为初

秋的三江源增添灵动的色彩。

巴 颜 喀 拉 山 口 ，就 在 前 方 。“ 看 ，藏 羚

羊！”同行的人手指向远处，十几只藏羚羊在

山腰间结队往山顶而去。它们奋力奔跑，不

时停下来歇歇脚，回望来处。

“这是往回迁徙的藏羚羊，每年 6、7 月份

在可可西里产完仔后，藏羚羊会成群结队回

到出发地。”三江源国家公园卓乃湖保护站

站长秋培扎西介绍，“藏羚羊在夏天和秋冬

时的颜色是不同的，夏天为黄褐色，冬季变

为灰黄色或者白色。”

近看此时的藏羚羊，全身分布着淡棕褐

色浓密的毛发，为了适应常年寒冷的气候，

背部毛发尤为厚重。没一会儿，野牦牛、藏

野驴、藏狐等相继进入视线。同样地，随着

秋冬季的到来，它们的皮毛“保护色”也开始

发生变化，棕灰色渐渐成为主色调。

据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主任李

飞介绍，近年来，三江源地区野生动物种群

明显增多，藏羚羊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多只，过去难得一见的雪豹、

金钱豹、欧亚水獭等频频亮相，兔狲、藏狐、

白唇鹿、野牦牛、黑颈鹤等争相出镜。

三 江 源 生 物 多 样 性 更 丰 富 了 ，

“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的地位

进一步突出。在位于西宁市的青海

省“生态之窗”，三江源国家公园各个

重 要 点 位 的 画 面 实 时 清 晰 可 见 。 最

近，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信息中心工作人

员陈良博就通过这只“千里眼”，观测积

累了大量藏羚羊迁徙的数据。

记录多彩自然，巡护的
牧民端起了相机

记者取道曲麻莱、杂多，向着长江源区

出发。草原延展到远山脚下，一抹抹“迷彩

绿”跃动其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

麻莱县“大自然摄影队”的队员们正在寻找

雪豹的踪迹。

一个秋日的清晨，朝阳喷薄而出，洒落

片片金光，藏羚羊的毛发光彩夺目……每当

提起与摄影的结缘，索南文斗总会想起这个

被“震撼”的瞬间，这是由当地牧民自发成立

的摄影队队员拍摄的照片。自 2017 年成立

以来，摄影队队员已近百名，足迹遍及高原

大地，镜头里装满了长江源的生灵草木、山

山水水。

索南文斗爱上了摄影，加入了摄影队。

他是曲麻莱县叶格乡牧民，三江源国家公园

设立后，他的家乡整片划入园区。得益于

“一户一岗”政策，他放下牧鞭，成为一名生

态管护员。平日巡护，除了捡拾垃圾、观测

记录，他最喜欢的便是举起相机，拍摄巡护

路上的点点滴滴。这些年来，他的镜头里出

现过雪豹、藏羚羊、野牦牛，雪莲花、川贝母

等珍稀植物更是屡见不鲜。

索南文斗向记者展示着作品，绣线菊、

绿绒蒿、银莲花……色彩鲜亮的花朵，与阳

光下闪着金光的河流、瓦蓝而高远的天空互

相映衬，呈现三江源的自然之美。

“我们用相机记录，拉近长江源与世界

的距离。”摄影队队员旦增说。如今，不只长

江源，三江源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孕育了数

十支牧民摄影队，影响力持续扩大。

牧民摄影师达杰把爱好传递给了女儿

康卓。康卓 7 岁时，就在达杰的指导下成功

拍摄到了雪豹。最近，达杰用牦牛毛亲手编

织了一条相机肩带送给女儿。“摄影不仅是

爱好，也是责任。通过影像记录三江源生态

环境的变化，展示保护成果，需要一代代人

不断努力。”达杰望着秋色渐浓的这片热土，

眼里充满希望。

图①：秋日三江源。

李友崇摄（人民视觉）

图②：生态管护员在安装监测设备。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图③：牧民摄影队队员拍摄的全缘叶绿

绒蒿。 赵金德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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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转会导致地球上四季的变化，
与星空变化相对应，便产生了四季
星空的不同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王浩）据中

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统计，8 月 29 日，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河南省供水突破 200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长 1432 公

里，其中河南段全长 731 公里，是中线工程渠

段最长、分配水量最大的省份，沿线的 39 个

分水口门向河南省 11 个省辖市的市区、49 个

县（市）城区和 122 个乡镇供水。

截至目前，2022 至 2023 调水年度（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10 月 31 日）中线工程已累计

向河南省供水 22.5 亿立方米，完成年度供水

计划的 90%，其中生态补水量 1.07 亿立方米，

供 水 水 质 始 终 保 持 在 地 表 水 Ⅱ 类 及 以 上

标准。

截至 8 月 29 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通水 8 年多来，累计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四省份调水超 584 亿立方米。工程沿线 20 多

座大中城市、200 多个县市区用上了南水北

调水，受益人口连年攀升，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8500 万人。各受水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由

最低不足 75%提高到 95%以上，工业供水保

证率达 90%以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河南供水突破200亿立方米

中线累计调水超584亿立方米

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何宇澈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刘毅）2023 年中国生态文学

论坛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办。与会嘉宾们表

示，将把握时代主题，勇担历史使命，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

推出无愧于时代的生态文学精品，为美丽中国建设书写锦绣

华章。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联合中国作

协多次举办中国生态文学论坛，组织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和征

文活动，编辑出版《大地文心》系列生态文学作品集。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

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把繁荣生态文学、弘扬生态文化摆

在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

2023年中国生态文学论坛举办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中国

气象局办公室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明确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试点，积极探索和总结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路径和模式，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水平。

以防范气候风险为目标建设气候适应

型城市，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变化不利影

响和风险，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对

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我国遴选了 28 个城市启动开

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在普及适应

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强化重点领域适应行

动 等 方 面 取 得 积 极 成 效 并 积 累 了 有 益 经

验。通知明确，到 2025 年优先遴选一批工

作基础好、组织保障有力、预期示范带动作

用强的试点城市先行先试；到 2030 年，试点

城市扩展到 100 个左右；到 2035 年，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经验得到全面推广，地级

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天文预报显示，木星合月、金星伴月、中秋满月等天象

将在 9 月“扎堆”亮相。神秘的星空，静谧深邃又复杂多

变——这其中，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浑开阔；

亦有“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柔美沉醉；还有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的情思期盼……

看似“静止”的星空，为何如此“多变”？事实上，虽说看

上去“繁星满天”，但我们能看到在夜空中闪耀的，绝大多数

是恒星，少部分是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中的行星。如果再细

细观察还会发现，这些星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东向西发

生“位移”，直至黎明时分，它们已渐渐落到了西边的地平线

附近——若是用三脚架和相机来跟踪拍摄，还可以描绘出

星星运行的轨迹。

群星之所以看起来东升西落，是由于地球自西向东的

自转。除了自转，地球还在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一年要走

过约 9.4 亿公里的路程。这么长路程的跋涉，这样的时间流

动，就好比从赤道前往两极，一路上的“风景”当然会千变万

化——这也是一年四季星空各不相同的原因。

其实，夜空中的星星是否能被看到，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星星本身的亮度，亮度较暗的星星，即便离得近，也看

不到；二是星星离地球有多远，离地球越远，越难被看到。

因此，地球上能看到的星星都是那些距离不太远的星星。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呢？除了要看当天气象方面

的因素，最关键的是要看当时晚上位于地平线上的亮星有

哪些。

我们所处的银河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星盘”，太阳系

和周围的星星都在这个“星盘”上，一起围绕着银河系的中

心运动，太阳系周围的星星基本上是不变的。离地球最近

的恒星是太阳，当太阳在天空中时，阳光会“遮盖”住其他

的星光，因此只有晚上才能看到星星。地球围绕太阳公

转，每天晚上出现在天空中的星星略有差别，公转会导致

地球上四季的变化，与星空变化相对应，便产生了四季星

空的不同。

春季星空有划过天空的“春季大弧线”和众多的深空天

体。秋季星空有“秋季四边形”，还可以看到北半球唯一一

个可以肉眼看到的河外星系——仙女星座。仙女星座非常

明亮，即使远在距地球 254 万光年之外，在地球上的我们依

然能仅凭肉眼就看到它灿烂的光辉。冬季星空亮星较多，

有显著的“地标”——“冬季大三角”，以及辨识度很高的猎

户座，因此冬季也是观赏星空的好时机。

天空中除了众多亮星，还有非常炫目的银河。夏季星

空的最大亮点，便是璀璨的银河高挂天空，银河系的“银

心”正位于人马座方向，人马座在夏夜空中逗留的时间最

长——此时的星空，正是“群星闪耀时”。

四季星空，各美其美——你更喜欢哪一种？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本报记者姚

雪青采访整理）

四季星空
为何不同？

胡方浩

本报贵阳 9月 6日电 （记者苏滨）记者从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获悉：近日，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林业局联合下发《关于开

展全省森林、草原、湿地和石漠化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开展

2023 年全省森林、草原、湿地和石漠化调查监测。

此次调查监测工作将围绕国家级森林样地 1091 个、草原

样地 236 个、湿地样地 195 个，开展实地调查监测工作，获取森

林、草原、湿地资源储量、质量、结构及其变化数据，石漠化现

状和变化数据。

开展此次年度调查监测工作，是以贵州省 2022 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开展年度调查监测，掌握全省森林、草

原、湿地资源及石漠化现状和变化情况，为科学开展森林、草

原、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监督管理、林长制督查考核、实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提供决策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提供科学依据。

贵州省印发通知

启动森林草原湿地和石漠化调查监测

编者按：秋风起，层林染，稻

果香，秋天的大地五彩斑斓、多姿

多彩。即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

国·秋色迷人”系列报道，让我们

跟随秋天的脚步，到山间、到田

野、到湿地……赏秋日大地胜景

的生机勃勃，听美丽中国建设的

足音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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