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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草原重焕生机，让
黄河重漾清波，给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绿色草原”

仲夏7月的清晨，久治县索乎日
麻乡章达村的牧民昂多像每一个平常
的日子一样，迈步走向广袤的草原。
在他的眸子里，能看到云天、山水、
湖草、鸟兽。这是一个牧人眼中的家
园，是他心心念念的沃土丰野。

2012 年，青海省率先实行一户
一岗的“生态管护员”制度，昂多放
下手中的牧鞭，佩戴起环保袖标，成
为其中的一员。“我们身兼数职，野
生动植物巡护、清理垃圾、水质监
测、制止非法采伐和盗猎等。”通过
一个手机软件，就能随时记录和上报
途中的工作情况。昂多穿梭于草原之
上，用更科学的方法守护着三江源的
万物生灵。

“我是牧民的孩子。”昂多说，“通
过我们这代人努力，让草原重焕生机，
让黄河重漾清波，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绿色草原，这一辈子才算没白过。”

作为黄河源头、三江源核心区、
青海“生态大省”的“重头戏”，果洛
藏族自治州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答卷。

随 着 国 家 投 入 力 度 的 不 断 增
加，果洛州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地区部门负责、群众参与的
草地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格局，形成了
州、县、乡、村、社五级“林草长
制”管护体系。

“近年来，我们以林草长制为抓
手，深化林草改革、加强禁牧和草畜平
衡监管、强化项目支撑，保障生态治理
成效。2023年，完成林草生态保护与
系统治理投资14.24亿元，完成国家公
园示范省建设任务105.11万亩。实施国
家公园示范省果洛建设巩固提升行动，
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
设高质量国家公园。”果洛州林业和草
原局局长才让尼玛告诉笔者。

久治县副县长代乐华旦其实还有
一个身份——久治县县级河湖长。说
起河湖长职责，他的自豪感溢于言
表：“久治是青海唯一和川甘两省交
界的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
涵养区，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
部分，水资源极为丰富，生态地位极
其重要。”

春山可望碧水流，无边光景满目
新。河湖长上岗，守土有责。水变清
了，岸变绿了，河湖成了风景线。

达日县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是“中华水塔”的重要涵
养地，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千流
奔涌，汇成江河，巴颜喀拉山脉从西
北向东南横贯全境，将达日分为长
江、黄河两大水系，黄河在全县境内
贯穿约 340 公里。“水草丰美，地域
辽阔”，就是达日县名字的含义。

近年来，达日县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投入资金共计1.74亿元，实施项
目 33 个；全面核查草原各类危害面
积970万亩，核查完成退化草地修复
9.5 万亩，草地植被覆盖度从原来的
46.7%提高至 58.85%；全面推进水生
态环境保护、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
土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完成境内黄
河干流排口的监测和溯源，目前达日
县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98.6%，省控黄河干流监测断面水质
均达到III类以上。

目前，果洛州所辖的 44 个乡镇
中，30 个乡镇在黄河流域，14 个乡
镇在长江流域。全州流域面积 50 平
方公里以上河流 471 条，水域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 40 个。目前，设
置各级河湖长 474 名、河湖管护员
5989 名，实现河湖水域全面覆盖，
确保让每一条河湖都有人管。

万物生灵是最好的见证，山川草
木是最美的注脚。

党的十八大以来，果洛州累计完
成投资3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
设一期、二期工程，项目区草原植被
盖度平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植被覆
盖率达到62.49%，其中黑土滩治理区
植被覆盖度由 20%增加到 85%以上；
黄河出境断面水质始终保持在Ⅰ类，
近 15.48 万人享受到生态性补偿，吃
上了生态饭。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
河湖“清四乱”、全域无垃圾示范州
创建等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取得历史
性突破。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
体制试点各项任务如期完成，在青海
省率先探索推行草长制和林长制试点
工作，境内藏羚羊、雪豹等野生动物
种群明显增多，自然环境、人居环境
得到了净化、美化，绘就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大美青海的多彩画卷。“三江
之源”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发展特色产业，“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

云淡天高，绿草如茵，连绵起伏
的草场上，羊群如珍珠般点点散落。
眼下，正是草原牧场最美的时节。

清晨，被薄雾笼罩的草原显得格
外静谧，偶有一两声牛儿的哼叫回荡在
草原上。久治县智青松多镇沙科村的村
民文革正牵着自家的牦牛在河边饮水。

文革家里有200来只牛羊，是村
里的养殖“大户”。“以前想多挣钱就
只能多养牛羊，但也是靠天吃饭。夏
季把牛赶到山上吃草，牦牛长势还
好，到了冬天就会掉膘。草场有限，
养多了草场会退化，不但赚不到钱还
破坏了生态。但现在不一样了！”

2020 年，久治县开展“生态家
庭牧场”试点工作，为有意愿的牧民
修建标准化的牛圈、饲料库、防疫室
等设施，采取放牧和补饲的方式，大
幅缩短了牦牛的生产与生长周期。文
革正是“生态家庭牧场”受益者。

“现在有了畜棚，牛羊不会遭到
狼的袭击，而且在恒温条件下得病少
了，产仔率和成活率也提高了。”
2023年，通过“生态家庭牧场”，文
革的收入近 30 万元，是传统养殖收
入的好几倍。

走进班玛县高原菌类种植示范基
地，一排排规划整齐、错落有致的大
棚矗立眼前，一股沁人心脾的菌香混

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班玛县高原菌类种植示范基地的

负责人王德军在大棚内半蹲着，一边
察看营养包放置情况，一边用铁锹将
泥土堆在塑料薄膜两端压实，保证土
壤周边温度恒定。眼下正是采摘和食
用新鲜羊肚菌的好时节，一簇簇个大
饱满、纹理清晰、内壁肥厚的羊肚菌
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班玛早晚温差大，气候寒凉，成
熟周期长，种出来的菌类相较于内地
的口感更清脆、滋味更浓。2021年，
在上海市青浦区对口援青的帮扶下，
班玛县投资1200万元建设高原特色菌
种产业项目，建设大棚62座，专门用
于种植羊肚菌、灵芝、黑木耳、蘑菇
等菌类产品。

大棚内的羊肚菌出菇率在30%—
60%，每亩地产量约800斤。“羊肚菌
鲜品价格稳定在每斤100元左右，制
成 的 干 品 价 格 更 是 达 到 每 斤 1000
元，是目前人工栽培价格最高的食用
菌类。”王德军说，相较于其他地区
每年 2 至 3 月羊肚菌成熟，班玛 7 月

“反季节”收获的羊肚菌正好补充市
场空缺，卖上一个好价钱。

羊肚菌在育种、种植、管理、采
收等环节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也为班
玛县江日堂乡村民创造了大量季节性
就业岗位。“大棚的菌种植产业发展
起来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从种菌、采菌开始都在这里务工，一
天200元，一个月有5000元左右的收
入，回家还能照顾体弱多病的老伴，
赚钱、顾家两不误。”今年68岁的村

民银宝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不
停地夸赞羊肚菌是个好产业，让大家
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相同的致富目标，不同的脱贫
路径。久治县、班玛县规模化种养
植产业仅仅是果洛州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

70年前，偏远落后的果洛，靠天
吃饭，一穷二白。70年来，这里的产
业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粗放走向集
约，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今，在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指引下，特
色产业、优势产业朝气蓬勃，全州建
成生态农牧业产业基地205个，实现
乡村全覆盖。22个合作社列入省级试
点社，“岗龙做法”“直却模式”等典
型经验在全省推广。

目前，果洛州农牧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达4.26%；农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21%。全州26%的草场、52%的牛羊
和9家企业的产品获得有机认证，成为
青海省认证基地面积最大、认证牲畜
数量最多、产品种类最丰富的有机农
牧业生产地区。建成合作化组织 457
个，有机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果洛
州正向着“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迈进。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7.2
亿元，同果洛州建政初期相比增长了近
千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2.12亿
元，比1952年的3072.04万元，增长了
38.45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
3.57亿元，增长了5000多倍；地方一
般预算支出实现118.8亿元，比1990年

增长201.6倍，比2000年增长53.3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3.26亿元，
比1954年增长2048倍；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现44365元，增长了近百
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2404元，增长超过百倍。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上海对口支援果洛这 14 年
来，累计落实对口援青资金 37.38 亿
元，实施援建项目1023个，成为助力
果洛发展的重要支撑。

牧民的帐篷扎到哪里，
五星红旗就插到哪里

“以前，我们这里到处都能看到
垃圾，牧民们也没有环保意识。自从
当上了‘大家长’，不仅带头保护环
境、捡拾垃圾，还要帮助牧民解决日
常生活难题。”居住在达日县吉迈镇
普忙村的牧民永洛说。

永洛说的“大家长”，是近年来
达日县牧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转型升级
后每个村里设定的“牧长”。他们身
穿藏蓝马甲，每天穿梭在牧区草原，
有牧民需要帮助时，牧长就会前去热
心指导帮助。

为了能让牛羊吃上更好的草料，
牧民四季轮牧，会选择进入深山放
牧，每年要搬四五次家，居住分散，
管理困难。基于县情，达日县将全县
划分为457个动态管理片区，将乡镇
政法委员、村两委班子成员、离退休
党员、人民调解员、草原管护员等

1457 人融入网格员队伍，深入推行
“县—乡—村—社—片区”五级管理机
制，制定“牧长十大员”职责，形成

“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中
走，事在格中办”的工作局面。

2015 年，永洛被聘为“牧长”，
管理着村里的 6 户牧户。每次走访，
他都是骑着摩托车去了解生产生活情
况，最远的牧户来回要走 120 公里。

“牧长虽然职责很多，但最主要的任
务是服务群众。通过我们多年的努
力，现在全村牧民群众的心已经融在
一起了。”永洛说。

平安建设是民族团结的根基。近
年来，果洛州聚焦“一统领四推进”
总体思路，围绕“四联三卷”工作机
制，忠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通过推行

“党建＋社会治理”模式，以基层党
组织的“覆盖面”填补基层治理的

“空白点”，探索形成了达日“牧长
制”“班玛经验”升级版、玛沁义
警、久治十户长等多种“枫桥经验”
本地化模式。

“我们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纵深
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果洛、法治果洛
建设打牢基础，让‘平安果洛’成色
更足、成效更加彰显。”果洛州政法
委副书记桓鑫告诉笔者。

如今的果洛，牧民的帐篷扎到
哪里，五星红旗就插到哪里；牧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切
实提高了。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
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
中国”

达日县，是果洛草原第一面五星
红旗升起的地方，是果洛和平解放和建
政的地方，境内有果洛和平解放纪念
碑、建政纪念碑、办公窑洞旧址、西北
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渡河红船等红色
资源，红色寺院查朗寺享誉全国，是果
洛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列入
第八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拥有着如此
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达日县着力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展现青海形象、果洛
担当、达日作为。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青
海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果洛西宁民族
中学。

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是专为解决果
洛州农牧区孩子上学难而建的。2019
年由上海出资，在西宁市建成首所异
地办校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目前已有
1400 多名果洛籍学子从海拔 4000 多
米的高原牧区，来到省会西宁读书，
果洛州教育实现从“有学上”步入

“上好学”的新阶段，托举起每个孩
子成长成才的梦想。

“近年来，学校的硬件设施越来
越好，通过援建也让学校的课程、教
研资源得到共享，实现了教师队伍、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为孩子们打造了
更优质的教育环境。”玛沁县第一民
族小学校长扎西措在谈到教育援青
时，深有感触。

一个个援青项目，以真金白银和
真抓实干，绘就团结稳青“同心圆”。

达日县共有汉、藏、回、土等
13 个民族，藏族占总人口的 94.2%。
多年来，达日县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使达日县查朗寺成
为全国闻名遐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达日县荣登“第十一批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县”榜单。

“在青海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
谋全局”，果洛州始终以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为 主 线 ， 聚 焦 省 委

“六个现代化”新青海奋斗目标，紧
扣 州 委 “ 一 统 领 四 推 进 ” 总 体 思
路，持续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成果，确保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
终聚焦主线、围绕主线、服务主线。

果洛是多元民族文化溯源地，也
是大爱浇铸的感恩之地。果洛州注重
历史史实的活化利用，深入挖掘红军
长征经过班玛的红色历史，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示范引领作用；注重理论研究，
与青海民族大学共同打造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基地14个；
注重总结提炼，全面梳理创建工作中
的好做法、好经验，形成“抓党建聚
合力”品牌化、“强思想凝共识”大
众化、“强生态显担当”绿色化、“抓
产业促融合”实体化、“惠民生增福
祉”亲民化、“重法治保稳定”制度
化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果洛实践
经验”。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
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在果洛，
说起民族团结，就会让人自然地想起
这支歌 《一个妈妈的女儿》：藏族和
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太阳和月
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五十六个民
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雪域高原一代代
各族干部群众传唱不息的歌。

（荣玛索南卓玛、王海莲、刘旺、
王苇杭对本文有贡献）

守护共同的呼吸和命运
卫 庶 陈 郁 马超强

图为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吉迈镇丹码社区民族团结 （石榴籽家园） 社区文艺活动。 格 智摄

图为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给牧民家中的牦牛
“体检”。 党成恩摄

图为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黄河路南社区居民来社区办事。
大武镇黄河路南社区供图

“万山之宗 雪域净土
牧歌飞扬传送绿色使命
我把绿水青山献给您

在同一片蓝天下
守护共同的呼吸和命运
是我们的忠诚和决心”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献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创作的歌曲《我
把绿水青山献给您》这样唱道。

2024年是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是

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主体民族比例最
高、平均海拔最高、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
大、生态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治州。

70 年前的果洛，牧民群众逐水草而
居，基础设施几乎一片空白。

70年来，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光
辉照耀下，果洛藏族自治州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事
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4年果洛州建政初期，全州人口
仅 5.6万人，70年时间里，全州总人口增
加至 22.2 万人，增长了 3 倍。70 年来，在
党的系列惠民政策的浸润下，果洛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财政总支出的80%以
上用于民生，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持续提升。

脱贫攻坚以来，果洛州紧盯“两不
愁、三保障”目标，举全州之力脱贫攻坚，
全州6个贫困县摘帽，74个贫困村出列，
13898户 4726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绝对贫困人口全部“清零”，脱贫群众人
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1930 元增长到
15473元，三江源地区数千年以来绝对贫
困现象彻底消除，与全国全省一道迈入
了全面小康社会。

果洛机场通航运行，“果洛不再遥远”
成为现实。

花久、共玉高速和大班、达玉公路建
成通车，结束了果洛不通高速的历史，实
现了所有县城通二级及以上公路的目标。
所有乡镇、村社实现公路畅通，客运通乡、

通村率分别达到100%和95%。
国家电网覆盖全州44个乡镇188个

行政村，玛多县成为全国首个高寒高海拔
清洁供暖示范县。

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户户有安
全用水，现在的牧区生活，处处洋溢着现
代文明气息。

70 年来，果洛州取得的成绩，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只
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走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好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才能让各民族发展得越来越好，生
活得越来越好，从成功不断走向成功。

果洛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意气
风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倾力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扎实推动“四地”
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奋力谱写现代化果洛建设新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