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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
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打造“绿色
丝绸之路”，共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这充分彰显了同舟共济、
权责共但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西藏自
治区毗邻“一带一路”区域的新疆、
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同时又与
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等南亚国
家接壤。“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自治

区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也让自治区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围绕“面向南亚开放重
要通道”建设工作，西藏自治区在生
态环境领域推出一系列举措，以文化
促融合，以开放促发展，以生态促稳
定，成绩斐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发表的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
说，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对推动
高原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和全球生
态环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生态保护第
一，将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作为关系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事。目前，青
藏高原生态文明制度逐步健全，生态保
育成效明显，环境质量稳定良好，绿色
产业稳步发展，科技支撑体系基本建
立，生态文化逐渐形成，青藏高原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作用正在显现。

当前，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仍

然面临诸多挑战。白皮书指出，突出
表现在：受全球变化影响，冰川退
缩、冻土消融、灾害风险加大的威胁
依然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与
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巩固和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2019 年，自治区将实施生态红线
监管平台工程，建立自治区全地域生
态保护红线基础数据库，在环境监
测、清洁能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等
领域与南亚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积
极推进“一带一路”和“绿色丝绸之
路”的加快建设和发展。

新时代，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中
国人民有信心建设更加美丽的青藏高
原，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作者系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研究和国际
合作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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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小江南”林芝的
尼洋河畔的巴吉区西南坡上，
有 10 公顷近 1000 棵苍翠茂盛、
多世同堂的巨柏家族，家族里
的“小辈”出生只几个春秋，

“长者”却拥有上千年历史。最
大的一株被誉为“中国柏科之
最”，树高 57 米，直径 5.8 米，
十几个成年人环抱都不能围
拢，树冠投影面积一亩有余。
这株巨柏，距今已有 3233 年的
历史，近日获得上海大世界吉
尼斯总部颁发的“大世界吉尼
斯之最”证书。

巨柏又名雅鲁藏布江柏木，
是西藏的特有树种，分布于雅鲁
藏布江河谷朗县至米林附近的
沿江地段以及其支流尼洋河下
游、林芝波密（易贡）等地海拔
3000—3400 米的阳坡、半阳坡、
开阔的谷地及有石灰岩露头的
阶地以及山麓坡地。它是国家一
级保护树种，又是濒危树种，是
全世界5种稀有柏树之一。

“这棵树还有个神奇之处，
你从正面看它是一个根一个树
杆，但当你绕到树背面看时，
它是三个树杆共享一个根，当

地人对此有这样的说法：三个
树杆仿佛菩萨的三个化身，分
别代表慈悲、智慧和力量。园
林景区负责人云登说，不管哪
一传说都可以看出藏族群众对
这棵巨柏的崇敬和喜爱。

为保护好这一珍稀树种，
当地建立了巴吉自然保护点。
2000 年，建立了“世界柏树王园
林”。近年来，“世界柏树王园林”
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与开发，
成为林芝著名的旅游景点。

题图：巨柏。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摄

⒊ 人与自然共生

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能够
得到较好的保护，与这里敬畏
自然、尚善爱美的文化传承有
关系。在青藏高原，人们特别
敬畏高山湖水，将许多山湖视
为不可侵犯之地。在青海玉树
等地，人们饲养的牦牛每头都
有 自 己 的 名 字 ， 将 其 视 为 家

人。在西藏林芝等地，人们特
别看不起宰杀牲灵的人，会坚
决反对自己的后代与宰杀牲灵
者的后代结婚成亲。在青海果
洛，人们视许多植物为治病良
草，认为一个巴掌按下去手下
至少会有 7种治病的植物。在西
藏的许多地方，时常可以看到野
生动物在人们的生活区自由地
行走，成群的水禽游鱼在清澈的
河水里自由漫游。这里的人们普

遍认为，所有生命生来平等，一
切生命应该和谐共存。

与印度、尼泊尔、缅甸、
不丹等国家接壤的青藏高原，
处在推进“一带一路”重要战
略位置的高原人民，如今又在
加 强 环 境 监 测 、 清 洁 能 源 开
发、生态补偿机制等国际协作
方面迈开了重要步伐。明天的
青藏高原，一定会景更美人更
好，山更清水更秀！

这里是青藏高原
张安华张安华

在地球北纬35度附近，许多地方是沙漠戈壁，荒漠旱地，而这里却湿地辽阔、
林草丰实、水源充沛，发源于这里的大江大河，滔滔向东直达太平洋，迢迢南下直抵
印度洋，水流所及之地养育着地球上超过20亿人。这里是万水之源，万山之宗，是
目前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⒈ 生态资源独特

青藏高原，一个非常奇特的地
方。这里年降水量甚微，西、北部及
腹地的降水量不足100毫米，与同纬度
的沙漠干旱之地相差无几，却湖泊众
多，蓄水量惊人，有大小湖泊 1500 多
个，占到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这
里壁高风劲，雨少氧薄，却森林成
片，乔木林立，仅西藏一地的森林蓄
积量就相当于芬兰一个国家的总量。
这里还是我国湿地面积最大的区域。

“这里是值得中华民族庆幸和感激
的地方。”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政策
法规处小吕对我们说，“青藏高原具有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度，2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面积，居于大气对
流层最活跃处，以自己强大的热力和
地形动力作用，深刻影响着东亚大
陆、南亚次大陆、中亚与西伯利亚广
大范围内的天气和气候。”他解释说，
如果没有林草湿地水源的存在，而是
像同纬度的许多地方一样干旱沙漠
化，沙尘将很容易顺着地势和西风输
送到我国许多地方，包括东部地区，
由此，许多地方的绿洲和鱼米之乡就
可能不复存在。

青藏高原生态建设事关全球，从
生态环境部门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
到，中国政府多年来在青藏高原部署
实施了类型多样的生态保护工作，先
后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我
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羌塘自然保护区、我国第一个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改革试点自然保护
区三江源国家公园。目前青藏高原已
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155个，占我国陆
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57.56%。同时，
在青藏高原建立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以及森林、草原、湿地生态效
益等补偿机制。“十二五”期间投入
253.12 亿元用于青藏高原农村饮水、
水土保持、牧区水利等工程建设，实
施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坡耕地水土
流失综合整治等工程。在西藏实施了
雅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年楚
河、雅砻河、狮泉河“两江四河”流
域造林绿化工程，在青海实施了祁连
山、青海湖、三江源生态保护等重点
生态工程。

经过不懈努力，青藏高原生态环
保取得显著成效。与 2004 年相比，长
江、黄河、澜沧江年均向下游多输出
优质水 58亿立方米。高原各省区已基
本构建了以水电、太阳能等为主体的
绿色能源体系。用绿色能源不断替代
化石能源、林草生物质能源使用，建
立了有益于生态环保的长效机制和物
质基础。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青藏
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白皮书向世
人宣告，目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整体
良好，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

⒉ 生物多样性宝库

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青藏高原有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野牦牛等
38 种 ， 占 全 国 一 级 保 护 动 物 的
36.7 %；二级保护动物大头盘羊、
香獐等 85 种，占全国二级保护动
物的46%。此外还有冬虫夏草、红
景天等特有的珍稀物种，被世界自
然基金会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重点
保护地区。

“遗憾的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我国一度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
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西藏
双湖县公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罗布对
我们说：“在青藏高原，盗猎藏羚
羊现象一度极其严重。有近百万只
藏羚羊的青藏高原，曾经濒临灭绝
边缘。”

罗布介绍，为了遏制猎杀暴
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
下，公安、林业、环保系统和武警
西藏、青海森林总队等单位，连续
多年开展了一系列打击和武装震慑
非法盗猎活动的亮剑行动，如高原
利剑行动、高原二号行动、绿盾行
动、春蕾行动、藏羚羊保护专项行
动等，在保护区内形成了极大震慑
力，有力打击了盗猎者的嚣张气
焰。与此同时，青藏高原各地涌现
出了许多环保英雄人物。曾经担任
青海治多县副书记的索南达杰，先
后 12 次率领工作组进入可可西里
无人区，抓获非法盗猎团伙 8 起，
有力打击了盗猎行为。在一次行动
中，遭到歹徒袭击，他与 18 名持
枪偷猎者英勇对峙，流尽最后一滴
血，倒在风雪中，成为无数人崇敬
的环保英雄。

西藏尼玛县林业局的格扎告诉
我们，该县森林公安民警罗布玉
杰，忠于职守，舍生忘死，先后在
羌塘保护区侦破盗猎案件几十起，
抓获盗猎分子数十人。在一次追捕
盗猎团伙时遭到伏击，英勇战斗，
因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放眼今日高原，能够告慰英雄
们的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较好地
得到了恢复和保护——

仅羌塘高原的藏羚羊已恢复到
了20万只以上，野牦牛恢复到了1
万多头，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已成
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越冬数
量约占全球黑颈鹤总数的80%。国
际上认为早已灭绝的西藏马鹿被重
新发现达到近千只。

鉴于藏羚羊的恢复现状，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已宣布将藏羚羊的受
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可可西
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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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唐古拉山。 杨天民摄
②图：一只藏羚羊在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觅食。
①图：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唐古拉山。 杨天民摄
②图：一只藏羚羊在青海可可西里地区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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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少女。 杨天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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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图：甘南
藏 族 自 治 州 郎
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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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