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9
ECONOMIC DAILY

生态环保

守护三江源，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玉宏 韩 叙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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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显著

上世纪80年代，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曾是有名的富裕
县。进入90年代后，受过度放牧及全球气
候变暖影响，玛多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才
没多少年，富裕县变成了贫困县。

“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副州长任永禄
说，青海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每年向
全国输送的不仅是干净的水、清洁的能源，
还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育高
寒生物资源、提供多层次碳汇服务的重要
使命。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因此，深入
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全国国
家公园体制建设积累可复制、可借鉴的经
验势在必行。

体制试点意味着国际上没有成熟经验
可供借鉴，青海要开启一场全新体制的探
索，闯出一条新路子。

首先摆在眼前的，是产权不够明晰、管
理机构重叠、缺乏统一规划、保护碎片化等
一系列问题。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治理工
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就是要保护自然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任永禄说。

“要让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保护标
准、保护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发挥作用，关
键在于打通横亘在前的各种阻隔。”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郝万成说。

遵循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理念，《三江源
国家公园条例（试行）》通篇运用系统思维，
规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制度，为国家
公园高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为打破“九龙治水”制约，青海以大部
门制度改革消除行政壁垒，通过职能整合
实现了“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避免政
出多门、职能交叉，构建起归属清晰、权责
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

为解决“多头规划”痼疾，青海以“多规
合一合一””为抓手为抓手，，扭转了过去因跨部门扭转了过去因跨部门、、跨领跨领
域规划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扰的局面域规划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扰的局面。。

科学的总体规划与组织系统带来了显科学的总体规划与组织系统带来了显
著成效著成效。。如今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功能分区
得到规范优化得到规范优化，，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保护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保护
渐次落地渐次落地。。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实现了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实现了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两个统一行使两个统一行使””，，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
了一体化的制度体系了一体化的制度体系、、标准体系标准体系、、规划管理规划管理
体系及监测体系体系及监测体系，，为自然生态系统为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文自然文
化遗产完整保护奠定了基础化遗产完整保护奠定了基础。。核心保育核心保育
区区、、生态保育修复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界限清传统利用区界限清
晰晰，，按照不同生态系统功能及保护目标实按照不同生态系统功能及保护目标实

行差别化管控，实现了生态、生产、生活空
间的合理布局与可持续利用。

经过连年治理，如今的三江源区湿地
面积由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5万平方
公里，上世纪60年代消失的千湖竞流景
观再现；青海湖面积超过4500平方公里，
比 2004 年扩大了 300 多平方公里。同
时，雪豹、藏羚羊、藏野驴、黑颈鹤等珍稀
濒危物种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藏羚羊由
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3万只恢复到现在
的7万多只，普氏原羚从300多只恢复到
2000多只，青海湖鸟类由189种增加到
223种。

满眼绿色才是最美风景

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研究员马
玉寿看来，满眼的绿色才是最美的风景。

种草是三江源生态治理工作的重中之
重。一方面，草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草场
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
另一方面，在高寒地区，树木难以生长，小
草才是涵养水土的最大“功臣”。

可是，在上世纪下半叶，三江源的草场
退化了，露出了黑色的地皮，美丽的草原成
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治理之前，这里一到春季就会刮起黑
色的沙尘暴，遮天蔽日。情况最严重的时
候，仅三江源地区就有8000多万亩黑土
滩，占全部草场面积的15%左右。”青海大
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博士王晓丽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青海省委、省
政府派科研团队开展黑土滩治理科研攻
关。专家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摸清
了黑土滩的形成原因，并培育出适合在高
海拔地区生长的优良牧草。

要想让黑土滩重新长出草来，关键是
要有适宜的草种。最开始，马玉寿的想法
是引进内蒙古等地的外来草种，可这些草
种在高寒的三江源地区根本长不好。经历
了一次次失败后，从2000年开始，马玉寿
调整思路，在本地寻找优质草种，进行驯
化，使其更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生长。

在马玉寿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从当地
选育驯化的披碱草、中华羊茅、青海草地早
熟禾等一批牧草草种开始在黑土滩上生根熟禾等一批牧草草种开始在黑土滩上生根
发芽发芽，，多种牧草混播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多种牧草混播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如今如今，，已有至少已有至少17001700万亩黑土滩重新万亩黑土滩重新
变回了草原变回了草原。。

王晓丽说王晓丽说，，最初最初，，牧民们对治理黑土滩牧民们对治理黑土滩
持怀疑态度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机械进入草场种植尤其反对机械进入草场种植
或补种或补种，，生怕黑土滩没治理好生怕黑土滩没治理好，，反而把仅剩反而把仅剩
的草场破坏了的草场破坏了。。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
下下，，牧民们终于同意让出退化最严重的一牧民们终于同意让出退化最严重的一
小片草场小片草场。。

两年之后两年之后，，第一批接受第一批接受““治疗治疗””的黑土的黑土
滩返青了滩返青了。。牧民们欣喜若狂牧民们欣喜若狂，，不约而同地不约而同地
加入了治理队伍加入了治理队伍。。

随着黑土滩综合治理不断深入，三江
源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曾经的老朋友
——野生动物们也回到了这片土地上。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大自然
摄影队队员扎西仁青说，以前想拍点野生
动物太难了，找都找不到，只能找个背风的
地方架起机器蹲守。现在，藏羚羊、藏野驴
随处可见，连雪豹都有。“多少年了，它们终
于又回来啦。这才是草原啊！”

答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考卷

三江源头既是野生动植物的家，也是
牧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摸清资源本底，划定生态红线是必须
的。其中，生态最脆弱的三江源核心保育
区需要变成区需要变成‘‘无人区无人区’’，，生态保育修复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传
统利用区则可以把口子开大一些统利用区则可以把口子开大一些。。可是可是，，
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怎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怎
么办么办？？””任永禄说任永禄说。。

经过充分思考与讨论经过充分思考与讨论，，最终确定了最终确定了““一一
快一慢快一慢””两大思路两大思路。。所谓所谓““快快””，，是指加快推是指加快推
进农业合作社建设进农业合作社建设，，通过宣传教育让牧民通过宣传教育让牧民
逐步接受以牛羊逐步接受以牛羊、、草场入股合作社的理念草场入股合作社的理念，，
让分红代替轮牧成为牧民新的生活支柱让分红代替轮牧成为牧民新的生活支柱。。
同时同时，，加快扶贫搬迁新村建设加快扶贫搬迁新村建设，，让有意愿的让有意愿的
牧民搬到县城居住牧民搬到县城居住，，减少人类活动对草原减少人类活动对草原
生态的影响生态的影响；；所谓所谓““慢慢””，，是指不能用行政力是指不能用行政力
量强迫牧民搬离牧区量强迫牧民搬离牧区，，要通过教育一点点要通过教育一点点

地改变他们的想法，用示范效应打消他们
的顾虑，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

安才就是附近牧区里率先加入合作
社、搬到县城居住的牧民。

安才曾是贫困牧民，家里牛少、羊少、
草场小。三四年前，合作社开到了他生活
的那片草原上。经过思想斗争，安才将40
多只牛羊全部交给了合作社。

没过多久，安才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
象。他成了附近牧区里第一个在县城有房
子的人；到年底，合作社承诺的分红分文不
少，加上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年收入翻了两
番，比家里有上百头牛羊的牧民还富裕。
后来，他又完成了职业培训，成为一名生态
管护员，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生态管护员是三江源地区一个特殊工
种。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三江源国家公
园内巡逻。很多生态管护员都是已经加入
合作社合作社、、放下了牧鞭的牧民放下了牧鞭的牧民。。

““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一户一岗’’
制度的初衷制度的初衷，，是为保留牧民与保护区的联是为保留牧民与保护区的联
系系，，把他们变成生态保护的知情者把他们变成生态保护的知情者、、参与参与
者者、、监督者监督者，，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一支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一支‘‘生生
力军力军’’。。””任永禄说任永禄说，，““牧民脱了贫牧民脱了贫，，环保积极环保积极
性也提高了性也提高了，，还能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还能在环境容量允许的情况
下适度发展生态畜牧业下适度发展生态畜牧业、、民族手工业民族手工业、、生态生态
旅游业旅游业，，走上致富路走上致富路。。这是一条人与自然这是一条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道路和谐共生的道路。。””

如今如今，，在三江源保护区内在三江源保护区内，，共有共有11..77万万
多名生态管护员多名生态管护员，，户均年收入增加户均年收入增加22万余万余
元元。。

很多年前，记者曾经看过一篇专家访
谈。专家说，她做环保工作多年，在全国
不少省份工作生活过，每天的重要工作之
一就是和人吵架。毕竟，生态文明建设是
个大课题，在推进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不影
响当地群众的生活，大到关停工厂、工人
失业，小到随手扔一片纸屑，都可能造成
矛盾。“但唯有青海不同。”她说，青海人是
她见过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的环保意识
超级强，对大自然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所
以，最终她决定扎根青海，将一生贡献给
三江源。

还记得当时看这篇访谈的时候，记者
有些不以为然，总觉得专家的话太夸张。
可当记者亲身走进青海，近距离接触了青
海人，才终于感受到，这些确实不是虚言。

到西宁的第一天，记者与一位多年老
友见面。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朋友现场
联系了自己的藏族闺蜜——东主卓玛。
得知对方正在去西宁城南凤凰山踏青的
路上，我们当即约定，在凤凰山脚下见面。

到了山脚下，记者惊呆了。东主卓玛
背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已经冻成冰
块的食物。她说，她们家的习惯是，每餐
都要先把青菜吃完，因为青菜剩下了就不能要了，太浪费；吃不完的
主食与肉则要收集起来，冻在冰箱里。每过一段时间，她都会把这些

“冰块”送到附近的山上，供野生动物食用。据她所知，很多西宁人都
有类似习惯。

记者随她一起上了山。走到一处远离步道的密林中，东主卓玛
把“冰块”倒在地上，然后麻利地把箱子、塑料袋等垃圾收好，带回车
中。不得不说，那一刻，记者被感动了。

接下来的几天，记者一直在牧区深处采访，见到了多位生态管护
员。这些管护员中不乏贫困户，得到这份工作意味着端上了“铁饭
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可更多管护员则完全是基于对草原
的热爱才从事这份工作的。他们中间不少人原本是牧区中的富户，
有些人在城里有工作，还有的人有自己的生意。可是，就是这样一群
人，他们自愿放弃了更有“钱”途的工作，成了一名光荣的生态管护
员。收入一般不在乎，工作辛苦不在乎，甚至一两周才能回一次家也
不在乎。他们的梦想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守护这片深爱的家园。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曾无数次问，为什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这么成功？应该说，体制破冰的因素有之，科技支撑的因素有之，
但最终，记者心中的答案是，因为这里有一群美丽而善良且有责任感
的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可爱的人”。

他
们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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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河源头的鄂陵湖烟波浩渺，波澜壮阔。

历史上，三江源地区水草丰美。上世纪下半叶，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湖泊减少、冰川萎缩、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

受到严重威胁。2005年，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拉开帷幕。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即将正式设园。与体制试点

初期相比，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源涵养量平均提高6%以上，草地覆盖率提高11%以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

右上 经过多
年治理，三江源地
区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藏野驴等珍稀
濒危物种种群数量
逐年增加。

右下 生态管
护员在鄂陵湖边清
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