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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野生动物明显多啦，
你们看，那是藏原羚，刚刚跑过去
的是狐狸，我们看见最多的就是藏
野驴啦，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曾
经记录过一个 520多头藏野驴的种
群呢。”同行的玛多县政协主席扎加
告诉记者。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地处三江
源核心区，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
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也是世界上高
海拔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
一。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

记者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采访时了
解到，近年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始终把
守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作为
义不容辞的时代重任，坚定地成为生
态环境的守护者、建设者、贡献者，
为绘就果洛州碧水青山的生态画卷创
造了良好条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识世
代传承

行驶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
区的公路上，美丽的鄂陵湖就像晶莹
透亮的眼睛闪烁着干净、耀眼的光
芒，间或出现的野牦牛、藏野驴在湖
边悠闲地吃草，湖畔静悄悄不见
人迹。

这些改变离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
2018年发布的黄河源头禁游令，这
让扎陵湖鄂陵湖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当时很多旅游爱好者来到玛
多，在扎陵湖—鄂陵湖及星星海自然
保护分区核心区旅游探险，高原生态
环境本就脆弱，人类对珍稀野生动物
的正常生息影响也是最大的。”

“禁游 5年来，野生动物多了，
扎陵湖鄂陵湖也更干净了，休养生息
太有必要了。”果洛州政协副主席赛
措说，“这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共
生的道理吧。”

“看，有一头牦牛卡住了，快停
车。”

说话间，只见不远处一头野牦牛
卡在了路边的护栏上，前腿刚刚跨过
护栏，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眼前的
困境。

青海省政协宣传处副处长南果才
让是一位藏族汉子，二话没说就跑了
过去。几个人合力将牦牛解救下来。

牦牛似乎感觉到了人类的善意，
轻轻地对着我们摇了摇头，跑远了。

“如果我们不救下它，也许就成
了那几头狼的美味了。”记者笑着说。

“要是有牧民路过，一定也会救
下它。”赛措笑着说，“我们藏族人是
不猎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我们认为

人和野生动物是平等的。”
“以前，由于过度放牧和气候变

化的影响，三江源生态逐渐恶化，
草场退化、土地沙化较为严重，鼠
害成灾等现象导致牲畜数量减少。
当绿油油的草原逐渐退化成了裸露
的黑土滩，这片土地也开始失去了
往日生机，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也
纷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国
家在2016年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
建设工程时，我们是举双手赞成
的。”

赛措在果洛生活了几十年，见证
了三江源的生态从好到差又逐渐恢复
的全过程。

“现在，人们的环境保护理念早
已深入人心，宣传环保的工作相对好
做呢，因为果洛州98%的人口是藏
族，在藏民眼中，自然是神圣的，需
要感到敬畏。我们爱山、爱水、爱动
物。”

“藏族人有句千古诺言：祖祖辈
辈把地球原原本本传给我们，我们也
要把地球原原本本传给子子孙孙。”
赛措说。

每家都有生态管护员

“以前，人们想着养更多的牛
羊；现在，大家想得更多的是守护咱
们的草山、河流……”说这话的是果
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生态管护员索
南代旦。青海省在三江源设置生态管
护员，他们承担着捡拾垃圾、保护草
场、监测动物和防盗猎的工作。在地
广人稀的三江源地区，生态管护员

“点成线、网成面”，在生态管护体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 2016 年打响脱贫攻坚战开
始，玛多县创建生态管护新模式，全
县设置生态公益岗位管护员 2159
名，如今生态管护员人数已达3000

多名，每人负责管护的面积达 1.2
万亩。

责任心强、愿意学习生态管护知
识的索南代旦被选定加入生态管护员
队伍的时候，他高兴得都要跳起来
了。经过培训，他跟大家一样成为玛
多“山水草林湖草沙”的守护者，用
关爱的目光守护着黄河源头的生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黄河，玛多
是全国人民的玛多。”管护队生态巡
查以日常巡查和集中突击巡查相结
合，有时候大家骑摩托出行，有时则
要骑马，除了清理管护区域的垃圾和
污染物之外，还要修护草原基础设
施，填报生态管护日志。索南代旦
说，每逢通知要集中突击巡查时，大
家都把辛苦的生态管护工作当成节日
来过，大家背上水壶和干粮，当汗水
打湿了大家的衣裳时，大家还会互相
说个笑话鼓励着一起把工作完成。

“生态好了，农牧民富了。从
‘放牧人’到‘管护员’，从‘草原上
的人’到‘国家公园的人’，三江源
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改变都和生态保护
息息相关。”玛多县委书记丁凤山说。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源
区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副局长
马贵介绍，国家在三江源地区进行生
态修复，不仅改善了当地环境，更重
要的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
业，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三江源
农牧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7300元。

“果洛州目前发展吸纳1万多名
牧民群众为生态管护员，做到每户牧
民人家都有一个生态管护员公益岗
位，每个管护员的补贴是每年21600
元，牧民生态管护收入占比由10%
提高至20%以上。”赛措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的牧民已经认识到：保护与
发展并不矛盾，“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可以双赢。

如今，在稳定草原承包经营基本
经济制度、保证园区农牧民草原承包
经营权不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的
基础上，青海省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大胆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逐
步转向特许经营，鼓励、引导并扶持
农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
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
测等工作，使农牧民在参与生态保
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长效收益。

“牧民是草原的主人，也是三江
源国家公园建设的主体。”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体
制试点以来，有效调动了牧民参与国
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筑牢了三江源
国家公园建设的基层网底。

禁塑减废：让每一片草原都成
为净土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源头
“千湖之县”。

“禁塑行动一起来,白色污染快离
开”“拒绝塑料污染，共筑清洁家园”，
进入玛多县境内，随处可见禁塑减废的
标语张贴。

禁塑，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
工作如今在玛多县已经成为了现实。

“玛多县禁塑是有依据的，我们县
政协在调研时了解到，有牧民家的牛羊
不肯进食、日渐消瘦,牛羊死后解剖时
发现,它们的胃里充满了无法消化的塑
料袋。”玛多县政协主席扎加说，“不仅
如此，玛多县湖多，以前湖面上总是飘
着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严重危害环境。”

跟随扎加的脚步来到菜市场，果然
看到市场里没有塑料袋提供，还没开始
买菜，扎加先从腰包里摸出一个大布袋
子说：“现在社区给居民发放布袋子，
我们现在出门都随身带着环保布袋，既
方便又环保。”

从2019年起，玛多县规定禁止销
售、提供、使用塑料袋，倡导低碳、节
俭、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规
定也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玛多县玛查里镇居民才让周措告诉
记者：“现在很少见到塑料垃圾袋，城
里变得更干净了。环保宣传比较多，我
们大人孩子环保意识都提高了。”

真正改变的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
无论是鄂陵湖、扎陵湖、冬格措纳湖、
星宿海，曾经的白色污染一去不复返。

“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
事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把青藏高原打造成
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重大要
求，玛多县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的号角率
先吹响。”玛多县县长索南却旦表示。

禁塑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玛多县
开始按照省州生态环境保护、全域无垃
圾专项治理工作总体部署全面推进全域
无垃圾工作。

“在县里政协主席及各副主席都有
具体的工作任务呢。”扎加说，在开展
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相关方面的调
研中，各乡镇集中反映，均无垃圾处
理中转站，垃圾需要集中拉至县城，
垃圾转运困难，并且拉用成本较高，
环境治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在开
展全县食品安全监督情况的调研中，
反映的处理厨余垃圾难等等。县政协
组织委员提出了“关于在县城禁止燃
烧垃圾的提案”“关于在全县开展禁塑
提案”“关于增建花石峡镇垃圾集中场
所的提案”等，都是结合玛多实际和
特点，实实在在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这些所反映的意见建议都得到了县
委、县政府的重视并得以落实，“现在
已争取省级专项资金600万元，用于
购置垃圾箱、摆臂式垃圾车、餐厨垃
圾车、道路清扫车等全域无垃圾专项
治理设备，目前购置的机械和垃圾箱
均已投入使用。我们也为守护好河源
生态环境增添了政协力量。”

“果洛很小，只有20多万人口，果洛
却很重，我们肩扛的是源头责任。”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协主席肖飞虎对记
者说，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
将时刻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视察提
出的“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的
重大要求，倾心倾力保护好三江源头，坚
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保护见闻

本报记者 訾绮 李将辉 刘圆圆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近日发布的《2022中国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
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改善
态势。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
天数比例为86.5%，好于年度目标
0.9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Ⅰ～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87.9%，好于年度目
标4.1个百分点。

公报显示，2022 年，339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浓度为29
微 克/立 方 米 ，比 2021 年 下 降
3.3%，好于年度目标4.6微克/立方
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9%，比 2021 年下降 0.4 个百分
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分别比2021年下降0.9个百分
点、0.2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

2022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87.9%，比2021年
上升 3.0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比例为0.7%，比2021年下降0.5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

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主要江
河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0.2%，
比2021年上升3.2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为0.4%，比 2021年下
降0.5个百分点。

2022年，全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
基本管控。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
到有效保障。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
体稳定。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
水土流失面积为267.42万平方千米。

全国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
59.6，生态质量为二类，与2021年相
比无明显变化。生态质量为一类、二
类、三类、四类、五类的县域面积分别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27.8%、31.5%、
30.9%、8.9%、0.9%。

初步核算，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比 2021 年 下 降
0.8%，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1
年下降0.1%。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积量达到194.93亿立
方米。全国林草植被总碳储量达到
114.43亿吨，其中，林木植被碳储量
107.23亿吨，草原植被碳储量7.20亿
吨。林草植被年固碳量3.49亿吨，年
吸收二氧化碳当量12.80亿吨。

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86.5%——

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 6 年
来，科考队取得了重大进展。”5
月29日在2023中关村论坛“第三
极环境与地球系统科学”论坛上，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以下简称青藏科考）队队
长姚檀栋介绍说，第二次青藏科考
期间，科考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
导向，取得了十大重要进展，分别
是：提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科
学建议，服务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
设；阐明气候变化影响下“亚洲水
塔”失衡的特征和影响，服务国家
水资源与水安全战略；揭示气候变
化影响下青藏高原碳汇功能和变化
特征，服务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

“双碳”目标；查明青藏高原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变化，服务国家
生态屏障体系优化；发现青藏高原
人类活动新证据，服务青藏高原绿
色可持续发展；融入国际组织和计
划发展战略，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中国方案；构建地球系统
多圈层综合观测与预警平台，服务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
统治理；“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
造多项世界纪录，成为标志性科考
活动典范等。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
洲水塔”“地球第三极”，是我国乃
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
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区、敏感区。
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不仅
有利于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生物多
样性、水资源供应、气候系统稳
定，也有益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

青藏科考的系列成果为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的制定提供了有力支
撑。今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自2023年 9月 1日起施行。这意

味着青藏高原生态至此有了法律保
护。它是解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特殊
问题、回应青藏高原人民群众新期待
的现实需要，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起
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同时也对青藏科考工作提出了新的任
务，如其中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
开展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与研究”“掌
握青藏高原生态本底及其变化”“发
挥科技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中的支撑
作用”等。

几天前，5月23日，由第二次青
藏高原科考队组织的2023“巅峰使
命”珠峰科考队员在珠穆朗玛峰成功
登顶，科考队顺利完成了极高海拔气
象站技术升级、雪冰样品采集、冰芯
钻取、冰塔林无人机航测、温室气体
探测、岩石样品采集等十多项既定的
科考任务。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标
志性科考活动，将对揭示珠峰极高海
拔区特殊的未知生态环境过程及其广
域影响具有重要科学意义，为揭示青
藏高原生态本底与环境变化提供一手
科学资料，服务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

姚檀栋说，珠峰科考是第二次青
藏科考的重要内容。如今，珠峰科考
已实现了从“登山科考”到“科考登
山”的模式转变，实现了从“攀登”
到“了解”再到“保护”的思路转
变，实现了新技术和新手段的应用。

“今后就更要突出‘我要保护你’的
思路和目标。”

科技部副部长相里斌指出，生态
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应对气
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
共同挑战。中国一直致力于生态环境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二次青藏科考
相关方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
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
国际计划密切合作，分享气候变化成
果和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积极为人类
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攀登”到“了解”再到“保护”

第二次青藏科考十大重要进展发布
本报记者 王硕

燕山脚下的蓟州，是天津唯一的半山区，过去，建材业曾是蓟州的支柱产
业，炸山采石给秀美青山留下了伤痕。为了改变这一面貌，蓟州区一方面全
面关停山区矿山企业，另一方面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在官庄镇，我们引入专
业化公司，投资上百亿元建设“eden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这个
项目总占地1700余亩，其中矿坑治理区域用地800亩。项目分为科技教育产
业区和休闲旅游产业区，打造集科技创新、生态教育、生态修复、休闲度假、文
化艺术为一体的新型综合社区，从2020年开放至今，“春山里”吸引游客超过
20万人次，带动周边2000多农户受益，成为生态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图为矿
坑改造的春山里生态教育国际生活示范区正在建设的基地。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行走在5月的三江
源，雨雪常常不期而
至，鄂陵湖的湖面仍旧
结着冰，湖面将开未开
之际，几头狼远远地游
弋在湖面上，藏野驴三
五成群地啃食着还未
见绿的草根，并未嗅到
即将到来的危机。苍
鹰不时飞过，似乎提示
着冰冻的荒原即将苏
醒过来，白皑皑的草地
上到处隐藏着无限的
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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