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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生态治理
绘就雪域美丽画卷

平均海拔4200米的果洛
州达日县，是三江源自然生态
保护治理地区之一。曾经因
过度放牧、气候变化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这片美丽的高寒草
地逐渐被黑褐色秃斑状裸露
土地所替代。

“黑土滩、牛皮癣，牧民群
众无奈把家搬。”草原退化一
度让当地群众饱尝生态之
苦。为让黑土滩重新“披绿”，
达日县近年来举全县之力将
生态治理与保护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积极开展草原生态修
复与治理。

在草原保护修复过程中，
达日县累计投入资金 6.4 亿
元；在退化草原人工种草修复
中，达日县优选乡土草种进行
多品种组合搭配，采取混播种
草复绿综合技术措施，提高种
植植被的稳定性；在黑土坡治
理中，达日县综合应用混播种
草、配方施肥、多种农艺措施
组合等技术……如今，达日县
许多严重退化的草原重新披
上了绿装，昔日寸草不生的鼠
荒地、黑土滩变成了现在优质
的牧草地。

达日县仅是果洛州草原
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果洛州扎实开展草地资源
保护、退化草地治理恢复、草
地资源监测提升三大行动，依

托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二
期、人工种草退化草地修复试
点等项目，坚持大面积连片治
理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自然修
复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加大全
州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治
理力度，草地退化、生态环境
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水润高原城，近河芳草
生。从国土绿化重点工程落
地实施，到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系统治理统筹推进，果洛
州的风信里始终传递出“源
头责任”和“干流担当”的绿
色潮音。

素有“千湖之县”美誉的
果洛州玛多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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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想到，满眼山河锦
绣、碧湖美色的玛多县，20多
年前曾经满目疮痍：由于多年
无序放牧等，玛多县七成草场
出现退化，湖泊数量从峰值的
4077个锐减到了1800个。

近年来，随着国家三江源
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及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等重大项目的
实施，玛多县在生态恶化的

“倒逼”下开始深度治理，通
过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
还草、移民搬迁、湿地保护、
人工增雨、工程灭鼠等，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提升，水源涵养
量年均增幅6%以上。如今，
玛多境内的湖泊数量达到

5849个，绿波荡漾的千湖美
景得以再现。

从玛多县放眼全州，心怀
“国之大者”、守护“中华水
塔”，果洛州通过大力推进水
环境综合治理，让绿色发展之
路走得更稳。2022年，果洛州
落实2.52亿元实施完成甘德、
玛多两县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程、甘德县西柯曲防洪治理工
程；落实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4.24亿元，实施玛多黄河源头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达日黄河
干流生态保护与修复及久治、
玛沁黄河支流综合治理等7个
项目；果洛境内黄河、长江流
域地表水Ⅱ类水质和各县集
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黄河出境断面水质达
到 Ι类；全州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达98.6%，全境无
土壤污染地块。

守护绿色
自引江河心上流

守护江源，和谐共生。在
生态脆弱、环境恶劣的雪域高
原,一代代果洛人最直接地感
受着生命的意义，他们以绿色
延伸心间的生态信仰，用汗水
浸润草木的守护行动，无私坚
守着三江源头。

草一片一片种，绿一寸一
寸长。靠双脚走出来的“草原
专家”、达日县自然资源局林
业和草原站原站长罗日盖当
然最懂得治理黑土滩的关键
在于种草。他从事草原生态
保护工作40余载，将一粒种
子、一株牧草当成一生的事业
来追求，跑遍了达日县的9乡
1镇33个行政村，每年在草原
上风餐露宿野外作业200多
天。“俯下身子、刨开冰雪、拔
出牧草、放在鼻尖轻嗅、查看
草长程度、仔细盘算补种草籽
的面积……”罗日盖对草木的
呵护总是细致认真。多年来，
他和同事们先后修复黑土滩
近80万亩，相当于7.5万个标
准足球场大小。

“我是牧民的孩子。”罗日

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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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湖口护堤坝，换得一方
安澜。玛多县吉日迈村的村
民刘英是冬格措纳湖畔的“守
坝人”。“雨水多了关闸、天晴
了开闸”这样简单的工作刘英
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湖畔间坚
守了30多年。如今，刘英祖
孙三代仍然然坚守在这片高
原湖泊上，默默守护着天蓝水
清的好生态。

翻高山穿林海，守护草木
青翠。环保理念根植于每一
个高原人心中，这与当地人真
诚朴实的生态信仰和坦诚的
性格密切相关，果洛州班玛县
玛柯河林场的护林员吴志乾
就是守护高原林海安澜的代
表之一。吴志乾以山为家、与
林为伴，平日巡山护林、周末
消防演练、闲时为小学生讲授
环保理念。“通过自己的坚守，
让高原的一草一木生长在下
一代心中，便是我最大的快乐
与慰藉。”这是吴志乾最真切
的表达。

众多源头守护人的缩影，
在绿色的光影中荡漾开来，悄
无声息地渗透到方寸天地。
一代人离去，又有一代人追
随，后来者仍在前赴后继。

绿色优势
持续释放生态红利

不负青山绿水，方得金山
银山。“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早已
深植于果洛州各族人民群众
心中。

在果洛州甘德县岗龙乡
岗龙村，禁牧减畜、分群放牧、
合理分工，改变了以前牧民超
载放牧、增畜不增收的发展困
境，既对治理草原沙化和湿地
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又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在达
日县窝赛乡直却沟，退化草原
人工种草修复的成功实践，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重
现今日，越来越多从事畜牧业
生产的牧民尝到了生态向好
的甜头……

多年来，果洛州大力实施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落实
以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
牧草良种补贴、生产性综合补
贴、畜牧良种补贴为内容的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这
一长效之举不仅使草原生态
得到有效恢复和长足发展，也
让更多当地牧民端上了“生态
碗”，吃上了“绿色饭”。

同时，果洛州严格落实
“河湖长制”“林草长制”，坚守
耕地保护红线，一批打基础、
利长远、具有本地特色的改
革举措逐步推广实施；加大
立法、执法力度，制定了《果
洛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果洛州草地
生态治理修复管理办法》，形
成严格的生态损害者赔偿、
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益的
运行机制。

目前，果洛州46.5亿元草
补资金和20.1亿元林补资金
惠及牧民，10717名生态管护
员年均增收2.16万元，核心地
区全面禁牧，重点地区限牧、
轮牧，自然生态得到休养恢
复，许多传统放牧员成为了优
秀的生态管护员和建设者，实
现了资源保护、群众增收的

“双赢”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果洛州也

在积极探索草原碳汇生态价
值实现新路径，完成了青海省
首笔草原碳汇开发交易，成功
入选全国碳汇试点州。

青海省果洛州委副书记、
州长叶万彬表示，今年，果洛
州将启动新一轮国土绿化、黑
土滩退化草原治理专项行动，
实施好涉及玛沁、甘德两县
3.2亿元的阿尼玛卿山脉水源
涵养与草原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加快推进班玛红军沟国家
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年度建设
和达日黄河、甘德班玛仁拓国
家级湿地公园试点国家验收
工作。

山川浩莽，高原物苍。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果洛州”）的草木，总在江源冻

土中深扎根须，虽高寒缺氧，但依然积蓄绿意迎春的希望和力量。

地处三江源腹地的果洛州位于青海东南部，素有“雪域净土、秘境

果洛”的美誉，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区，是“中华水塔”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冰川雪原的自然屏障同时为果洛州预设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生

态重塑之路。从“黑土滩”到“绿草原”，从“湖泊锐减”到“碧水长流”，

亘古的雪域秘境在绿色渐染中上演一个个生态之变：2022年，果洛州

完成国土绿化近百万亩，草原植被覆盖度达62.1％；2022年底，果洛州

率先完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全方位“体检”整改……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绿色成就雪域净土生态美景绿色成就雪域净土生态美景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少年们在雪域高原种下“绿色的希望”。扎西东智摄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牧民在高山草原上放牧。扎西东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