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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黄河安澜黄河安澜，，一地绿波润玛多一地绿波润玛多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河源唯远，大河安澜。沿
黄河溯源而上，停驻在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这里
的黄河之水既不奔腾咆哮，也
不携泥带沙，只有扎陵湖和鄂
陵湖的碧波荡漾、百鸟腾翔；
泉涌溪流在这里开启了它汇
聚入海的万里征程，千年前的
李白不曾见过它的模样，便只
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无
限遐想。

素有“千湖之县”美誉的
玛多，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
县，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核心腹地，也是“中华
水塔”最为核心和最重要的
区域。

20世纪80年代，玛多曾
是全国牧业首富县，全县不足
6000 人却拥有近 70万头牲
畜。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加上
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湖
泊萎缩、黑土滩扩张，自然生
态环境急剧恶化，玛多县很快
变成了“贫困县”。

近年来，玛多县把三江源
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中之重，全力打造生态屏障的
新高地，大力实施退牧还草、
沙化防治、湿地保护等系列生
态保护和建设项目，水源涵养
能力明显提高，并积极发展特
色生态畜牧业，牧民收入不断
增加。

如今的玛多县早已完成
了脱贫摘帽，实现了生态蝶
变，天蓝、草绿、水美，一派生
机盎然。

治河理水见成效
黄河源头生态蝶变

站在宁静如少女般温婉
轻柔的扎陵湖畔，极目远眺，
白云蓝天、冰川雪山、高原草
甸，满眼的山河锦绣、碧湖美
色。那被五色经幡环绕的“牛
头碑”静静地诉说着黄河源不
可侵扰的纯净圣洁，那被刻满
经文的“玛尼石堆”深深地印
记着藏区人民直抵心灵的自
然信仰。

从曾经的4000多个高原
湖泊锐减到1800多个，再到
现在的5849个，玛多县经历
的是涅槃重生后的生态坚
守。当然，从黄河源头的涓
涓细流，到星罗棋布的湖泊
湿地，再到一江清水向东流，
玛多县的碧水绿岸始终离不

开常年巡护的3142名生态管
护员。

周太是一名普通的生态
管护员，他也是玛多县黄河乡
白玛纳村的党支部书记。他
所在的生态管护员小组巡查
保护的重点是岗纳玛山上
3333多公顷天然林、岗纳玛
措湖内不计其数的珍稀鸟类
和流经村里50多公里的黄河
水域，一山、一湖、一河都是生
态管护员的保护职责。

“守护好黄河源，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这是玛多县
生态管护员的共同信念。

“我是一名生态管护员，
我也是一名党员。发挥党员
带头模范作用，守护好家乡的
绿水青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
任。”周太说。

玛多县山水巨变背后的
生态逻辑是对高原湖泊、牧区
草场的坚持守护和严格治理。

治水之路久久为功。近
年来，玛多县实施三联管模
式，即“河长+智能平台+第三
方”，强化河（湖）长制长效管
理工作，发挥生态管护员队伍
作用，与线上智慧平台搭配，
可随时打开手机APP对巡查
情况进行实时查看，实现全流
域智慧巡河，动态掌握河道信
息、水质信息、社会反馈等情
况，扎实开展巡河巡湖工作。
同时，对重要河流湖泊水功能
区、地表水断面、集中式、分散
式饮用水等进行水质监测，水
质达标率均为100%，全县重
要河流湖泊水功能区水质、地
表水断面水质优良，全部达到
考核指标要求。

此外，玛多县还加强执法
监管，及时成立河湖“清四乱”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黄河源
园区国家公园管委会资源环
境执法局牵头，进行全天候、
高频次巡查，有效保障河湖周
边生态环境。玛多县又编制
印发了《关于禁止在扎陵—鄂
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
展旅游活动的通告》，结合“绿
盾”“春雷”等专项行动，组织
开展集中巡护，确保了园区内
外草原、湿地、野生动物等自
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安全。

发展生态畜牧业
牧民收入稳增长

“近年来，玛多县以生态
畜牧业建设为目标，以转变经
营方式和增长方式为突破口，

以保护和建设生态为重点，积
极调整畜牧业结构，提高畜牧
业整体产出能力与经济效
益，切实巩固畜牧业经济
基础地位，已实现牧民
收入稳步增加。”玛多
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依日德表示。

花石峡镇日谢村是
玛多县最早开始藏羊养
殖的试点村。日谢村生
态畜牧业合作社成立后，不
断健全合作社各项制度，结合
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了符合实
际、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聘
请专业财务管理人员，实现了
合作社财务工作精细化、公开
化，使合作社运营更加标准、
规范。

同时，日谢村通过草场整
合、草畜平衡、牲畜结构调整，
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划区轮
牧、分群饲养，草场载畜压力
大大降低，并以“支部+合作
社+牧户”的联动方式把产业
链条延伸到农畜产品加工、藏
区特色产品打造方面，实现合
作社盈利逐年提高、牧民群众
收入逐年提高。

2020年，“玛多藏羊”品
牌成功入选上海市对口帮扶
地区“百县百品”名录；2021
年，“玛多藏羊”成功入选青
海省重大科技项目；2021年，

“天上玛多”“玛多牦牛”区域
公共品牌顺利发布。

据了解，玛多县近年来紧
抓畜牧业发展机遇，积极开展
玛多藏羊繁育养殖试点，打造
生态畜牧业循环产业链。玛
多县相继建成扎地村藏羊繁
育试点基地、玛拉驿村种公羊
繁育试点基地，并通过科学繁
育提高“玛多藏羊”质量，提升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自我发展
壮大的能力，不断推进“玛多
藏羊”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
设，及时解决生态畜牧业产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难点
问题，实现提质增效。

如今，玛多县已经在 30
个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相继建成藏羊繁育基地，一条
生态畜牧业循环产业链正在
形成，绿色发展的道路越走越
宽广。

打开国家公园新方式
带来生态文旅新机遇

母亲黄河的千回百转与
起伏波澜，绘就了华夏文明的

宏伟篇章，同时格萨尔赛马称
王的英雄史诗传唱至今，文成
公主入藏的唐蕃古道光芒依
旧，在玛多这方净土，在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的实践
中，绿色生态孕育的厚重文化
底蕴正焕发勃勃生机。

玛多县生态地位突出、生
态责任重大，曾经这里最重要
的脱贫方式是旅游开发。但
过去大众旅游的模式不可持
续，因此于2017年被叫停。

自然保护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国家
公园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2020 年 8月，在三江源国家
公园范围内开展高原生态体
验项目，标志着黄河源园区
特许经营生态体验工作正式
启动。

据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
的特许经营，包括生态体验和
环境教育服务业，有机畜产品
加工业、民族服饰、餐饮、住
宿、旅游商品及文化产业等。
鼓励开办牧家乐，民间演艺团
体，民族手工艺品，生态体验
等特许经营项目，并予政策扶
持；特许经营遵循保护第一，
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管经分
离，多方参与”的经营机制，调
动企业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广
大牧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提
升他们的存在感、获得感，共
享国家公园红利。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5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
区迎来12名参与“黄河寻源
计划”的生态体验访客，这也
是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并正式实施生态体验

特许经营机制以来获批入园
的首批访客。

据了解，在进入三江源国
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之前，访客
必须通过国家公园访客测试、
行前教育、高反过渡、体能考
验等流程，并签署《三江源国
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体验
访客行为规范》。进入园区
后，访客可以沉浸式体验感受

“世界第三极”和“中华水塔”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及藏族生
活习俗。

“开放生态体验特许经
营，一方面是发挥国家公园生
态教育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
可以帮助园区牧民获得长效
收益，助力生态保护。”三江源
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负责人
说，下一步，三江源国家公园
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将依据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体验
和环境教育专项规划》等相
关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推介，
培养热爱关心三江源的访客
群体，启动和开展志愿者服
务活动，为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贡献力量。

“玛多县未来将紧密依托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
文化、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挖掘核心文化内
涵，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深化
文旅融合发展，大力丰富景区
景点的文化内涵，大力培育一
批规模齐全、影响力高的优质
文化旅游项目，创新研发一批
有较大市场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文化旅游融合精品。”玛多
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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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高原上的精灵—普氏原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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