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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万里，壮阔东流。黄河的壮丽诗篇，

从青海起笔。

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在青

海境内的干流长度达到 1694 公里，占黄河总

长度的 31.0%，流域面积 15.31 万平方公里，

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 19.3%。黄河在青海的

年平均出境水量约为 264.3 亿立方米，占黄河

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 49.4%……青海之于

黄河，地位特殊，责任重大。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济

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咬定目标、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确保“十四五”时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近年来，青海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统筹

推进黄河源头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切

实肩负起守卫黄河安澜的源头责任，不断提

升水源涵养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建立精密监测网，用高
科 技 手 段 巡 护 监 测 黄 河
源区

带上糌粑、裹起棉大衣，摩托车轰隆隆发

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生态保护

管理站负责人加羊多杰一大早就出发，开始

一天的巡查工作。

黄河乡平均海拔 4500 米，因地处黄河源

头而得名。2016 年，看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工作即将启动的消息后，32 岁的加羊

多杰申请回到家乡，成为一名生态守护者。

“我的主要工作是野生动植物监测、走村

入户摸底调查、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同

时，作为黄河乡生态保护管理站站长，我还负

责生态管护员的管理。”加羊多杰古铜色的脸

上泛着笑容，“虽然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但

是看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打心底里

感到高兴和自豪。”

随着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巡查巡护更

高效了。加羊多杰掏出手机，打开“三江源国

家公园巡护”软件，巡护日志、情况反映、政策

查询等功能一应俱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

河园区里，3000 多名生态管护员都用这个软

件。每人每天巡护了多少公里等信息实时显

示，发现问题能第一时间向三江源国家公园

黄河园区管委会、执法局等部门反映，非常方

便。”此外，巡护软件还支持通信盲区内的生

态安全监测巡检、定位与通信功能，提高了生

态保护灾害早期预警、快速应急反应和综合

防控能力。

科技手段助力，巡护工作更加便捷、精

准。“以前巡护时，只能用肉眼看到一些表面

的变化。如今，高科技设备让大家对生态状

况了如指掌。”加羊多杰告诉记者，“只需要把

水源探测器直接放到水里，几分钟后，水质、

水深、水宽等数据就能全面显示，实时上传。”

在数千名管护员告别传统管护方式的同

时，一张精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依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业技术，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发挥遥感监测优势，综合

运用 3S 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遥感），监测黄河源区生态环境状况、植被覆

盖与生物量、水域面积、积雪、草地状况和土

壤侵蚀状况。同时，通过设置高清相机、红外

相机等，不仅能服务于常规的生态监测项目，

还可以针对灾害、安全事件等进行监测。

“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中心，我们实

现了对黄河源区管理业务中涉及的空间数

据、自然资源数据、生态状况数据、管护与执

法数据等的汇聚分析，按照不同要素进行分

类存储，加强数据高质量应用与挖掘。同时，

与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等

单位建立了共享机制，实现数据交换共享。”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

开展系统保护和治理，
统筹推进河道治理、水源涵
养、封育保护

车行山间，随着地势不断抬高，清凉的水

汽扑面而来。庙沟河源头到了。

位于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庙沟

河，青海黄河流域支流之一，是全省首个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试点。

“这里是甘青宁黄土丘陵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大通县水土保持工作站站长

哈进菊从事水土保持工作已有 20 年，摸得清

全县每一条河流的脾气。

“以前因为河道较陡，一下雨，浑浊的河

水就冲刷着裸露的河岸滚滚而去，时间一长，

流域土层变薄，裸岩、沙砾化面积增加，土地

退化严重，看着就让人发愁。”哈进菊快人快

语，“项目没少上，但都不理想，归根到底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系统治理。”

只有系统保护和治理，河流才能实现“身

强体健”。2021 年，庙沟小流域被列入青海

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试点项目。“突破传统

治理模式，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山清、水

净、村美、民富为目标，统筹推进河道治理、生

物过滤带建设、水源涵养、封育保护等，打造

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哈进菊说。通过

对流域功能定位进行细分，将庙沟河自上而

下分为生态修复区、综合治理区、河岸村镇综

合整治区三大区域，完成封禁治理 1382.58 公

顷、生态护岸 1480 米、生态拦沙坝 4 座、水源

涵养林 1.19 公顷、坡面植物景观带 14.99 公

顷，同时还美化村庄 3.9 万平方米、安装生物

降解环保厕所 20 户。

来 到 娘 娘 山 山 脚 下 的 庙 沟 河 源 头 ，不

远处，“生态修复区”的标识引人注目。“河

流两岸采用生态护岸的模式，通过松木桩、

竹 篱 片 、木 工 布 等 ，既 稳 固 了 河 坝 ，也 能 让

河流‘自由呼吸’，效果很明显。”哈进菊指

向河道中央一排排杨木桩，“这是拦沙净水

的设施，由于庙沟河河谷落差较大，水流湍

急，下切严重，我们栽植了用柳条编织起来

的杨木桩，可以减缓水流的流速、减轻水流

对 河 道 的 侵 蚀 。 在 杨 木 桩 下 方 ，还 自 下 而

上 铺 垫 了 砂 石 、碎 石 、块 石 ，发 挥 了 拦 沙 净

水的作用。”

河道治理下足绣花功夫，增进了沿岸居

民的生态福祉。在上庙村，一个名为林下游

园的小公园成为村民休憩娱乐的好去处。“以

前，这儿是村里的卫生死角，堆满了垃圾。”55
岁的村民苏林说，“经过综合治理，绿树栽起

来、凉亭建起来、栈道修起来，这里成了村里

人的休闲场所，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跳跳

舞，别提多畅快了！”

通过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对山、水、田、

林、路、村、固体废弃物统一规划、统一治理，

庙沟河流域内林草覆盖度大幅增加，出境断

面水质长期稳定在Ⅰ类。

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建设污水处理厂和湿
地公园，加强科技支撑

秋日，位于西宁市城西区的海湖湿地，各

种林木色彩斑斓、高大茂密。人们或休闲漫

步、或骑车赏景，好不惬意。作为西宁湟水国

家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湖湿地公园

被大家称为“城市绿芯”，令许多人想不到的

是，这里的水大多来自污水处理厂。

高效沉淀、转盘过滤、紫外线消毒、生物

除臭、污泥脱水……在西宁市第四污水处理

厂，两万余吨污水正在经过 10 余道程序的净

化。“通过采用多级多段水质净化工艺，出水

水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的一级 A 排放标准，为湟水河保护筑

牢屏障。”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介绍。

湟水河是黄河上游地区的一级支流，也是

青海东部河湟谷地的母亲河。西宁湟水国家

湿地公园总面积 508.7 公顷，主要包括湟水河

流经西宁城区的 39.1公里河道、北川河流经西

宁城区的 10.8公里主河道及两岸滩涂湿地。

近年来，西宁市全面加强市域湿地保护

修复，建成了海湖湿地、宁湖湿地和北川湿地

三大片区。西宁市林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截 至 2022 年 底 ，西 宁 湿 地 总 面 积 达 到

6460 公顷，湿地保护率由 2013 年的 41.6%提

高到目前的 80%，湿地面积从 241.41 公顷增

长到 329 公顷。

一个个湿地宛如珍珠般串联在湟水河这

条项链上，既发挥着防洪、调节气候、净化水

质、给人们提供生产生活用品、旅游等功能，

又是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区

域。“通过采取‘一河（湖）一策’精准施策，实

行‘一河（湖）一档’规范管理，全省加快智慧

河湖建设，西宁市 1202 名河湖长、953 名河湖

管护员实现网格化管理，以湟水河为代表的

各级黄河支流水质不断提升。”青海省水利厅

河湖管理处副处长马生录说。

去年，青海省黄河出境水量 285.56 亿立

方米，比多年平均出境水量增加 8.04%，其中

黄河干流出境大河家断面、大通河出境峡塘

断面均为Ⅰ类水质，水质状况优；黄河支流清

水河入黄口、街子河入黄口、巴燕河入黄口、

则塘均为Ⅱ类水质，水质状况优；湟水河出省

断面边墙村为Ⅲ类水质，水质状况良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技

支撑不断加强。今年 8月，国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组成专家组，

赴青海省开展生态环境专家黄河行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聚焦生态

问题，开展技术指导，提供科学建议。在调研

中，专家组从西宁市到海南藏族自治州、从阿

尼玛卿冰川到黄河源头区，为青海科学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

科技力量，为守护黄河安澜出谋划策。

“保护好青海黄河水生态，对解决黄河流

域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孙德智说，“我们将不断深化‘一市一策’

驻点科技帮扶工作，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

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点对点’科技服务，

在政策指导、科学研究、项目谋划等方面给予

指导帮助，支持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去年，《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明确了加强源头保护、

统筹流域治理、促进城乡发展、提升治理能

力、保障改善民生等九大重点任务。

“接下来，我们将以造福人民、永葆母亲

河生机活力为目标，着力稳固黄河上游生态

安全屏障，着力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

用，着力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精心绘就黄河

幸 福 河 壮 美 画 卷 。”青 海 省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说。

青海统筹推进黄河源头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着力巩固黄河上游生态安全
本报记者 贺 勇 贾丰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 江 考 察 时 强 调 ：“ 森 林 是 集

水 库 、粮 库 、钱 库 、碳 库 于 一

身 的 大 宝 库 。 要 树 立 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护 林 就 是 护 财 富

的 理 念 ，在 保 护 的 前 提 下 让

老 百 姓 通 过 发 展 林 下 经 济 增

加收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 护 生 态 就 是 发 展 生 产 力 。

如 今 ，东 北 许 多 地 方 推 进 生

态 产 业 化 、产 业 生 态 化 ，拓 宽

绿 水 青 山 转 化 金 山 银 山 的 路

径 ，把 生 态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

良 好 生 态 环 境 成 为 最 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 ，同 时 有 力 支 撑 高

质量发展。

漠 河 的 发 展 就 是 一 个 生

动 案 例 。 在 漠 河 原 始 森 林

里 ，樟 子 松 、落 叶 松 直 插 云

霄，红豆、蓝莓、山核桃、偃松

塔 、黑 木 耳 、毛 尖 蘑 、刺 五 加

等 果 、菌 、药 、菜 琳 琅 满 目 。

当 地 全 力 守 护 好 森 林 、湖 泊 、

湿 地 、冰 雪 等 原 生 态 风 貌 ，大

力 发 展 林 下 经 济 和 旅 游 产

业 ，夏 季 观 森 林 风 光 ，冬 季 赏

冰 雪 世 界 。 北 极 村 村 民 史 瑞

娟家的民宿小院有 8 间房，游

客 络 绎 不 绝 ，“ 生 态 饭 ”吃 得

有滋有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都 发 生 了 历 史 性 、转 折 性 、

全 局 性 变 化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迈 出 重 大 步 伐 ，天 更 蓝 、地 更

绿 、水 更 清 ，万 里 河 山 更 加 多

姿 多 彩 。 如 今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在 神 州 大

地 落 地 生 根 ，把 生 态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的 路 径 不 断 拓

宽 ，生 动 印 证 着“ 增 绿 就 是 增

优 势 、护 林 就 是 护 财 富 ”的 深

刻道理。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安 吉 县 余

村村，从“卖石头”变为“卖风

景 ”，走 出 了 一 条 生 态 美 、产 业 兴 、百 姓 富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之 路 ；福 建 省 三 明 市 将 乐 县 高 唐 镇 常 口 村 ，村 民 从“ 砍

树”卖钱变成“看树”增收；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

从围湖养鱼到退塘退耕，随着洱海变清，游客增多，村民

收入持续增长……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

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

和后劲。

尊 重 自 然 、顺 应 自 然 、保 护 自 然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鲜 明 特 点 。 当 前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已 进 入 加 快 绿 色 化 、低 碳 化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 ，只 有 把 绿 色 发 展 的 底 色 铺 好 ，才 会 有 今 后 发 展 的 高

歌 猛 进 。 必 须 牢 固 树 立 和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站 在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高 度 谋 划 发 展 ，坚 持

把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作 为 解 决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治 本 之 策 ，

加 快 形 成 绿 色 生 产 方 式 和 生 活 方 式 ，厚 植 高 质 量 发 展

的绿色底色。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新征程上，建美绿水青

山，做大金山银山，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

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我们将走出一

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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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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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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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近日召开的

2023 年中国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获悉：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严格履行国际承诺，已累计淘汰消耗

臭氧层物质（ODS）生产和使用约 62.8 万吨，占发展中国家

淘汰量一半以上。

研究表明，1991 年至 2020 年的 30 年间，中国在淘汰消

耗臭氧层物质过程中，累计避免了约 260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温室气体排放，在保护臭氧层的同时，为减缓气候变化做

出了重要贡献。

1987 年，国际社会签署《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旨在逐步停止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化

学品。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科学评估小组《2022 年臭氧

损耗科学评估报告》，在各缔约方共同努力下，受控 ODS
大气丰度继续保持下降趋势，受损臭氧层有望在今后 40
年左右恢复，淘汰 ODS 的履约行动已实现显著的修复臭

氧层效果。同时，淘汰 ODS 也产生了减缓气候变化的积

极气候影响。

我国政府于 1991 年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积极采取

措 施 淘 汰 受 控 物 质 ，大 力 推 广 绿 色 低 碳 替 代 技 术 ，切 实

履 行 了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各 项 国 际 义 务 ，兑 现 了 履 约 承 诺 ，

先后实现了全氯氟烃、哈龙、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

溴 5 大类 ODS 受控用途的全面淘汰。

我国严格履行国际承诺

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超62万吨

图①：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庙村的林下游园，水清岸绿，景色宜人。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图②：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图③：黄河上游支流泽曲，在草原上蜿蜒流淌。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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