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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青海湖，碧波荡漾，如镶嵌在高原的一颗蓝宝石。

对于青海而言，青海湖是无可替代的地理标志，省名与海东、

海西、海南、海北 4个市（州）都因青海湖而得名。作为我国最

大的内陆湖，青海湖也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

被称为我国西北部的“气候调节器”“空气加湿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海湖里的旗舰物种裸鲤，也就是当

地人俗称的湟鱼数量锐减，周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唤起了一

场影响深远的生态“觉醒”。青海省委省政府果断做出封湖育

鱼部署，在 1982 年开启了环湖生态保护和“拯救”湟鱼之路。

从被动式拯救保护湟鱼开始，到今天全民参与、主动扛起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几十年的湟鱼“拯救”之旅为青海

湖沿湖发展带来诸多生态回报，成为当地普惠的民生福祉。

打通生命通道

“青海湖中的湟鱼是淡水产卵繁殖、咸水生长，现在正是

繁殖的季节，湖内成千上万的产卵湟鱼在河口地带集结，然后

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到上游产卵后顺流而下返回青海湖。”在

泉吉河边值班的海北州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综合执法大

队姜兴奇告诉记者，从 6 月到 8 月，执法大队将帐篷扎在主要

河道边，2个固定守护点，12人轮流值班，除了打击偷捕等行为

以外，更重要的是与周边群众一起救助搁浅的湟鱼回到主河

道顺利洄游。

泉吉河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拿一个自制的网兜，将河道

的垃圾一一打捞上岸。每年 6 月至 8 月，是湟鱼洄流的季节，

刚察县内泉吉河、沙柳河、哈尔盖河等5条河流是湟鱼，帮助湟

鱼洄流的主河道。

湟鱼处于青海湖“水—鱼—鸟—草地”生态系统核心地位：

青海湖高寒、高盐、高碱，湟鱼占青海湖里鱼类资源的95%以上；

湟鱼吃湖里藻类，净化湖水；湖边 220多种水鸟以捕食湟鱼为

生。湟鱼资源的衰竭会破坏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稳定。

青海湖湟鱼是一代青海人的集体记忆，它曾帮助很多青

海人熬过了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粮食短缺的艰难岁

月。因而，湟鱼在当地也被称为“救命鱼”。因为过度捕捞，到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青海湖渔业资源锐减，周边生态环境持续

恶化。为保护青海湖湟鱼资源、修复青海湖受损的渔业生态

环境，从 1982 年起青海省共实施了 5 次封湖育鱼行动。2021

年开始的第六次封湖育鱼，将实施零捕捞政策直至2030年。

从捞湟鱼度难到封湖育鱼，湟鱼保护是青海生态保护的

破旧立新之举。39年的湟鱼“拯救”之路，成效显著。

湟鱼繁殖能力低、生长缓慢，每年增长 50克、每 10年大约

增长 1斤，除了种群自然恢复，青海省渔业部门多年来运用科

学手段进行人工繁殖放流。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韩通行告诉记

者：“为有效保护湟鱼，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在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共和县布哈河与刚察县沙柳河、泉吉河成立增殖试验站

和放流站，人工增殖放流，2002年至今向青海湖放流湟鱼一龄

鱼种1.56亿尾。青海湖湟鱼资源量从2001年不到0.26万吨，增

加到2020年的10.04万吨，其中人工增殖放流贡献率达23%。”

自然生存法则在湟鱼洄游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湟鱼洄游

时在水深处积蓄力量，往上游台阶鱼跃时，瞬间窜上去。其天

敌鱼鸥随时在河里找寻捕食的目标，常见鱼鸥高飞俯冲一头

扎入水中，飞起时嘴里叼的湟鱼尾巴来回摇摆。

曾经一段时期，为了农田灌溉，沙柳河、哈尔盖河、泉吉河

等湟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修建拦水坝等设施，因坝体比较高，湟

鱼洄游通道受阻。

“为了打通过鱼通道，我们

把拦水坝全部拆除，对流入青海

湖的几条河道进行清理和建设修

复。”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王勇说。

站在沙柳河边，王勇感叹道，修建过

鱼通道时正值深秋，天气特别冷，为

了保证工程质量，一到晚上河道都用

棉被盖起来。

青海组织相关专家学者专门设计科

学合理的过鱼通道，来保证湟鱼的“生命

通道”更加畅通。王勇几十年来在水利部

门工作，参与并见证了“生命通道”的治理和

建设过程，“每个过鱼台阶高度是鱼身长度的

1.5 倍、宽度是鱼身长度的 3 倍，这是专家学者

经过无数次反复试验取得的结果”。

全民合力保护

沿青海湖一圈约 360 公里范围内，刚察县是离青

海湖最近的一个县，也是环湖地区人口最集中的一个

县，有1.3万常住人口，被称为鱼鸟天堂、海滨藏城。

在刚察县城采访，发现水果商贩将称重后的水果装在

一个红色简易布袋里递给顾客。县城里不但塑料袋踪影难

寻，街道、河沟也干净整洁。

刚察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潘海鹏告诉记

者，为了更好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2019 年，刚察县政府牵头

进行全域无垃圾整治行动，县市场监管局发布禁塑令，得到了

当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为更好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当地

进行县域环境卫生大整治，县城变得越来越干净了。

刚察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山成仓说，为了保护青海湖

生态，刚察县于 2012年建设了日处理水量 2000吨的污水处理

厂，后期因处理能力不足，于2019年进行二期提标扩能建

设，污水处理标准从一期的一级 B 提高到二期的一

级A。

“全国最干净的公厕，你们辛苦了！2021年 6

月4日安徽游客留言。”一位游客在刚察县编号

005 号公厕的留言便签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青海湖周边缺少公厕是共性问题，从偏

僻牧区到刚察县城都是如此。这座编

号为 005 号的公厕，外墙表皮斑驳，

但里面干净整洁，有热水供应和婴

儿椅。自 2010 年起，刚察县公厕从

1 座陆续增加到 27 座，编号后高标

准管理，公厕已成为市民和游客最

满意的公共卫生设施。

在刚察县坛城博物馆，一排颜色艳丽

多种材质的宝瓶吸引眼球，这是群众的创新之举。青海湖是

牧民心中的圣湖，刚察县自古就有每年“祭海”的习俗。以前，

都是在瓷制宝瓶里装五色粮食抛到青海湖里面“祭海”，后来

为了保护生态，当地牧民开创性地将酥油糌粑捏的宝瓶用来

“祭海”。“这样既不污染环境，还方便喂食湟鱼。”刚察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守利解释说。陶瓷宝瓶换成手工捏制的糌粑宝

瓶，一个小小的改变，体现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的进步。

曾经祖孙三代靠打鱼为生的李一帆，是土生土长的刚察

县人，家里三代都以打鱼为生。“13 岁时我就跟着父亲飘荡在

青海湖上打鱼。”李一帆说。他于2015年组建了刚察县海滨藏

城救援队协会，从 7名队员发展到 12名正式队员，还招募志愿

者参与，6年来自发组织救援湟鱼30多次，达到上百吨……

站在河边随便徒手都能捞几条的湟鱼，保护起来并非易

事。近年来，湟鱼洄游之所以顺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牧

民看到有偷捕和伤害行为会第一时间上前阻止，并打电话给

相关保护管理部门。

“生态保护主要还是靠当地牧民，青海湖是他们世居的家

园，他们有敬畏自然的伦理观，从这几年保护湟鱼的效果来

看，当地牧民是最得力的生态卫士。目前，沿湖城镇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主体。”刚察县自然生态资源局副局

长李成海说。

综合治理施策

正值旅游旺季，慕名而来的游客聚集在沙柳河景区湟鱼

家园，在泉吉河喂食湟鱼。来自浙江的胡海盛带着女儿将饼

干捏碎后撒到河里看湟鱼争相抢食，“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

‘湟鱼洄游’的画面，这次来青海旅游专门带家人来看看”。

湟鱼洄游孕育生命的奇迹，离不开当地综合治理施策。

青海湖是构造断陷湖，湖水主要由湖面降水、地表水、地下水

3 部分组成，70余条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入青海湖，成为青海湖

日渐丰盈的源泉。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离湖边不到 100

米，记者在村口见到村长完玛东主时，他正在村口指挥涌入的

旅游车辆有序行驶。“我们村 760 多户，开民宿的有 100 多户，

从事旅游服务业的大概有500多人。为了湖水不被污染，我们

村与县里的环卫公司签订合同，每天由 6至 7辆罐车转运生活

污水到几十里外的倒淌河镇污水处理厂。”完玛东主说。

为了青海湖可持续发展，防止无序重复建设和管理问题，

青海省于 2007 年成立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首次系统

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治理，总投资 15.67 亿元，实施了退化

草地治理、湿地保护、沙漠化土地治理、生态监测体系建设等

12项工程。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整改要求，自 2017年 8月 29日起，为

保护青海湖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青海湖鸟岛景区、沙岛景

区先后闭门谢客，并停止一切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

活动，为野生动物提供一方净土。环湖百姓的收入一度受很

大影响。当地部分人员通过转移就业和发展畜牧业标准化养

殖来解决收入问题。经过4年时间，随着青海湖生态保护日见

成效，乡镇人员就业环境也逐渐好转，牧民的环保观念也发生

了变化。今年，仙女湾景区也被关闭。生态保护有多种形式，

对青海湖的保护来说，人类的离开是为了野生动物的归来。

多年的治理和保护，让青海湖取得了水资源量增加、生物

多样性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显著效果。青海湖如一个

青蓝色的宝盆，草原上暮归的牛羊、随波荡漾的鱼鸥、浅翔水

底的湟鱼，构成了一幅青海湖生物多样性和谐共生的大美自

然景观。

青海湖湟鱼洄游记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与科学治理、百姓观念、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等都有

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很快见

效，需要文火熬粥“慢功夫”。

生态保护需要注意细节。

为保护湟鱼，青海湖裸鲤原种

场开展亲本保存、种质检测、营

养病害、水化生物、淡水全人工

增养殖放流、青藏高原土著鱼

类驯化繁育等一系列工作，可

谓事无巨细。为更好保护青海

湖生态环境，刚察县“见缝插

针”建设公厕、发布限塑令，开

展一个个惠民项目和民生工

程，痛处入手、细处着手、因地

施 策 ，让 生 态 保 护 观 念 深 入

人心。

生态保护还需经历阵痛。

4 年前，为保护青海湖的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青海湖沙岛、

鸟岛两大景区闭门谢客，并停

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今年，仙

女湾景区也被关闭。此举给环

湖县城乡镇从事旅游业的百姓

带来了巨大损失，但阵痛过后，

青海湖的保护成效和环湖乡镇

人员就业形势都在逐渐好转。

生态保护需要恒心恒力。

从青海湖保护湟鱼的实践看，牧民的生产生活模式在发

生变化，自然放牧转向半舍饲和舍饲养殖，更多牧民进

入城市、乡镇就业，城镇变得越来越干净整洁，便民基础

设施在不断完善，沿湖地区从单纯为游客提供自然景色

转向供应生态产品。这条湟鱼拯救之路，也是老百姓的

观念洗礼之旅，当地老百姓成为最得力的生态卫士。

生态投入见效慢，属于慢工出细活的体系工程，但

只要掌握火候，有耐心有毅力地去“熬”，其长期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终将显现，百姓也将享受这锅好“粥”

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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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总面积2.62万亩的

雄安郊野公园开园试运营，开业

前 3 天接待游客就达 3 万多人

次。这座被称为雄安新区北部

“绿色门户”的公园靠啥魅力吸

引游客？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

到这里一探究竟。

来到雄安郊野公园入口时，

已有不少游客排队等候入园。往

园内望去，一座线条优美的绿色覆土建筑映入眼帘。“这是

郊野公园的主场馆，从空中俯瞰像一颗绿心，体现了‘大地

雄心’的设计理念。”中国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彭旭更介绍，约 2万平方米的草坪覆盖在建筑表面，让建筑

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这种模式既节约建设成本，又能实

现与自然环境融合，体现绿色低碳的建筑理念”。

雄安新区生态格局呈“一淀、三带、九片、多廊”分

布。所谓“九片”，就是在雄安新区各城市组团间和重要生

态涵养区建设 9 片大型林地斑块。雄安郊野公园正是“九

片”之一，包含河北省各设区市及定州市、辛集市、雄安新

区等 14个特色核心城市展园及城市林和若干水系，是河北举

全省之力建设雄安新区的标志性工程。

河北省林草局总工程师、雄安郊野公园建设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田建辉告诉记者，公园地势整体北高南低，充分运用

理水、起丘、隐筑、圆境等营园手法，一方面发挥生态防护

林作用，增强水土保持、水土涵养功能；另一方面又为雄安

市民增添了休闲游憩、亲近自然的场所。

雄安郊野公园总体构思上有一个“无字楹联”设计，营

造出代表“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水林田湖、琴棋书画松竹梅

菊金木水火土”的特色景致，呈对联状分布于南北中轴线两

侧。乘坐电瓶车穿梭在城市林里，记者实地体验“无字楹

联”的魅力。其中，西侧自北向南分别为三梅共赏、菊台流

云、金石为开、合抱之木、山林之镜、涅槃之火、九台累土

7 个主要节点，东侧则为行停观秋、苍松晴雪、拳石当山、

曲水两相、青林帷幄、乡田三耕、平山远水节点，集结了山

水人文与野趣盎然。

郊野公园项目负责人苏奥是个北京小伙儿，学建筑出身

的他在一年多前几乎“一棵树也不认识”。“入职雄安一年

来，我一直待在郊野公园没出去过。”曾经的“树盲”苏奥

如今对每一棵树木的花期、生长特点都烂熟于心：雄安林里

的银杏大道，多种樱花织就的 3.5 公里樱花景观大道，连片

海棠、碧桃、山杏、玉兰、丁香等组成 14片烂漫的春花景观

林，混交搭配的黄栌、七叶树、五角枫、金枝槐等 11片色彩

丰富的秋叶景观林。

“这里以北方树种为主，而且注重色彩搭配，实现三季

有花、四季有绿、秋冬出彩，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景致。为了

保留乡愁记忆，还对几百棵老树、老屋进行保留，融入公园

整体景观。”苏奥说。

作为雄安千年秀林的一部分，郊野公园选择了 280 多种

树木和 200 多种草花地被，有 40 多万株乔木、14 片城市森

林，每片规模 600 亩至 1500 亩，以“适地适树、节俭造林”

为原则，营造与城市共生的风景园林。

提高碳汇能力是雄安郊野公园的重要生态价值。“目前

园内城市林面积超过 1000 公顷，每年将新增碳汇 1 万吨。”

彭旭更说，“我们正在打造碳汇管理平台，将来随着树龄等

动态数据更新，这里的碳汇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4 年来，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已实现造林面积 40 多万亩，

一个“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生态雄安正加速拔节生长。

雄安郊野公园“野”在何处
本报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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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每年 66月至月至 88月月，，是湟鱼洄游的季节是湟鱼洄游的季节，，青海湖内成千上万的产卵湟鱼在河口地带集青海湖内成千上万的产卵湟鱼在河口地带集

结结，，然后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然后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到上游产卵后顺流而下返回青海湖到上游产卵后顺流而下返回青海湖。。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青海湖湿地被称为鸟类青海湖湿地被称为鸟类天堂天堂，，随处可见仙鹤在湖畔悠随处可见仙鹤在湖畔悠

闲漫步闲漫步。。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供图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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