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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草原牧歌嘹亮

本报记者

赵

梅

走遍了山山水水，美不过

辽阔的草原；听遍了四海歌声，还是牧

歌最动人。我是父亲心爱的骏马，永

远爱恋着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

草原⋯⋯”

一首《我的根在草原》，唱出了草

原儿女对草原的深深眷恋和那份深沉

的爱恋⋯⋯

只有行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的广阔草原上，才能深切体味到草

原儿女对草原的眷恋，和他们心中无

法抹去的草原清香和大河浩荡。他

们把对草原的爱放在心里，谱出一首

悠扬的牧歌，歌中有父亲的草原母亲

的河⋯⋯

尕海湖收纳风霜雨雪

甘南高原初秋的风中凉意已浓，

在这个季节走进草原，似乎有些唐突。

草原的冬总是早到，前一天才飘

过一场雪，雪山因此而更显妩媚庄重。

到达尕海湖畔时，阴雨绵绵，层叠

的云朵倒映在湖中，湖天一色，美不

胜收。

“全球第 1975 块、全国第 41 块、甘

肃省首块国际重要湿地⋯⋯”作为黄

河最大支流洮河的发源地之一的尕海

湿地，2000 年 11 月被列入中国重要湿

地名录，2011 年 9 月成功申报为国际

重要湿地。

鸟类是尕海湖的晴雨表，而尕海

无疑是甘南高原的晴雨表。尕海湿地

及其泥炭资源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储

水、供水以及储存碳汇方面的生态意

义极其重要。

水天一色，野花成片，成群嬉戏的

棕头鸥是沉静湖面动人的风景。初夏

是棕头鸥的繁殖期，幼鸟出壳，每年

它们在这里繁殖，待到秋末冬初

南下。

有诗人说，尕海湖是

高原上的眼泪。而我说，

尕海是高原的眼睛，收

纳了风霜雨雪，倒映出

悲欢离合。

就 职 于 甘 肃 省

尕 海 则 岔 自 然 保 护

区管理中心的张勇，

曾 在 尕 海 保 护 站 工

作 17 年。

“湿地系统就是

一个拉链，一环套一

环 ，水 域 、水 生 动 植

物 共 同 构 成 一 个 体

系 。”张 勇 说 ，随 着 湿 地

保 护 工 作 的 不 断 开 展 ，如

今 的 尕 海 湿 地 的 水 源 涵

养 和 固 土 能 力 持 续 增

强 ，生 态 系 统 更 加 稳

定 ，生 态 好 转 后 ，湿 地

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

水 生 植 物 和 鸟 类 数 量

不断增加。

2022 年，尕海湖水

域 面

积 达 到 27.5 平

方公里，有 63 种候鸟，

其 中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候 鸟 就 有

6 种。黑颈鹤的数量达到了 80 余只，

黑鹳 150 余只，栖息的候鸟计有 3 万

余只。

如今的尕海湿地，一草一木、一举

一动都引人关注，而尕海并不是一直

水草丰美，碧波荡漾。它也曾遭遇过

地表裸露，草场沙化，地下水位逐年下

降，湿地萎缩的生态灾难。

“尕海湖的‘起死回生’是大力保

护的结果！”张勇无疑是尕海湿地生态

改善的见证人。

“筑坝引水、填埋排水沟、引导牧

民合理放牧⋯⋯”2003 年 1 月，甘肃尕

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挂牌

成 立 后 ，一 系 列 湿 地 恢 复 措 施 相 继

展开。

这何尝不是一场无声的，拯救尕海

湖、保护湿地的“持久战”呢？又何尝不

是一场高原生态保护的“持久战”？

沿着国道 213 线行驶，公路在尕海

湖畔分岔，一条路通往郎木寺，另一条

路则半绕尕海湖通往玛曲县。

为解决尕玛公路横穿尕海湖核心

区影响生态保护的实际，2010 年尕玛

公路改道项目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

4.9 亿元，新设计的路线完全绕过了尕

海湿地，给鸟儿一个祥和宁静的天地。

藏族群众称尕海湖为“羌塘措”，

这是他们心中的圣湖。

他们对尕海湖的爱护由心而生。

西合道老人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在他眼里，鸟类莅临湖畔象征着吉祥，

他卖了牛羊、出租了草场，在尕海湖畔

的郭茂滩定居下来，水鸟迁徙时，他巡

航，水鸟缺食时，他买来玉米喂食，照

料受伤的黑颈鹤，让它重回自然⋯⋯

在尕海湖周边义务护鸟 20 多年，

西合道老人被誉为“水鸟保护神”。

草原情结悠长深远

带着尕海湖的感动，踏上玛曲高

原，来到母亲河畔。至玛曲黄河大桥

时，天色阴沉，黄河缓缓流淌，美景显

得无比厚重。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

三省结合部的玛曲县，藏语之意是“黄

河”。境内拥有 1288 万多亩连片集中

的天然优质草场，享有“亚洲一号草

场”的美誉。又因达 562.5 万亩的湿地

面积和 27 条一级支流、10 多个湖泊的

丰沛水源为黄河增加水量，被誉为“地

球之肾”和黄河的“天然蓄水池”。

黄河玛曲段从南、东、北三面环绕

县境，形成九曲黄河第一弯。这华丽

转身优雅得让人惊叹，格萨尔的传说

在这里历久弥新，赛马场上矫健的身

影演绎着马背上的民族不朽的传奇。

黄河干流从青海果洛州久治县流

入 玛 曲

县境内，境内流

程 433 公里，占黄河在

甘肃省境内流程的 59%，流域

面积 10190.8 平方公里。黄河在玛

曲补充水量占黄河总水流量的 45%，

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生态功能

区，是维系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

的天然屏障。

伫立于玛曲县阿万仓湿地观景台

上远眺，弯曲纵横的溪流百转千回，沼

泽星罗棋布。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和传说中格萨

尔以赛马称王的家乡，赛马节无疑是

玛曲县的一场民间盛事。相传，格萨

尔 12 岁 时 在 玛 曲 寻 找 到“ 河 曲 神

骥”——河曲马，并在赛马中一举夺魁

称王，由此开创格萨尔赛马大会，经久

不衰，如今已成了藏族最高规格、最盛

大的赛马比赛。

每到赛马节之际，周边的牧民都

身着节日盛装，佩戴珠宝饰物而来，体

验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激情”。在赛场

观看比赛的加老 55 岁，穿着节日新装

的他显得精神矍铄。加老是玛曲县曼

日玛乡强茂一队的村民，他所居住的

区域是首曲黄河湿地功能区的核心

区，2011 年搬迁至玛曲县赛马场牧民

定居点。加老一家 9 口人，有 85 岁高

龄 的 老 母 亲 ，女 儿 女 婿 和 一 对 孙 子

孙女。

搬迁至牧民定居点的加老住在宽

敞明亮的房子里，一年可以领到 1 万元

左右的草原补偿款，他和老伴在工地

打零工为生。如今的生活水电都通，

孙子上学、看病都很方便。加老最大

的 愿 望 就 是 ，草 原 能 恢 复 到 以 前 的

样子。

草原的绿色触动着心弦，草原的

故事牵动着思绪，悠长而深远。

牧歌唱响千里草原

“辽阔草原，美丽山冈，群群的牛

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

轻 轻 哼 着 ，草 原 牧 歌 ，看 护 着 牛 和

羊⋯⋯”手拿皮鞭，骑着白马的少年是

草原上最美的风景。从玛曲黄河大桥

一路往西，看母亲河曲折蜿蜒，千折百

回，奔流不息，两岸的草场上，羊群如

遍洒的珍珠般美好。

玛曲县欧拉乡安茂村今年 63 岁的

交巴，骑着一匹白色大马，看护着他的

羊群，手里的经筒轻轻转动，羊群时时

传来的“咩咩”叫声打破了草原的宁

静，带来一线生机。从年少到暮年，交

巴老人以放牧为生。他见证了游牧到

科学养畜，产业发展的变化。

回 忆 从

前，交巴老人说家

境最好时，100 多只

羊就是他所有的财

富。而今，交巴的

三 儿 子 尕 尔 藏

才让把羊产业

搞 大 了 ，不 仅

将传统的放牧

方式改成圈养

舍 饲 ，还 改 良

了 藏 羊 的 品

种，率先成立了

玛曲县欧拉乡欧

拉尕尔隆盘羊育肥

养殖专业合作社。

“ 我 每 次 看 到 草 原 和 羊

群心情就舒畅了！”尕尔藏才让今年

34 岁，7 岁起就在家里放牧。他对草原

的热爱，只用行动来表达。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盘羊

繁殖的信息，便只身到青海果洛州去

了解情况。回来后便坚定了引进盘羊

繁育、舍饲的信念。

没能进学校学习是尕尔藏才让最

大的遗憾，这也是对他的制约。幸好

妻子是他最好的帮手，她就职于欧拉

乡中心小学，会在假期陪他外出联系

业务，加上当地畜牧部门的帮助，尕尔

藏才让的专业合作社正风生水起。

“我希望儿子能上畜牧大学，最后

回到草原，把科技养畜发展得更好！”

尕尔藏才让表达着自己对儿子的期

望。距离暖棚不远处便是尕尔藏才让

的家，几间简单的平房，朴素而真实。

为了方便业务发展，尕尔藏才让买了

一辆丰田越野车，路修起来了，又挖了

井，风力发电的设备也购置了⋯⋯在

交巴老人眼里，这一切都是过去做梦

也想不到的。

交巴依然骑着那匹白马，替儿子

照看那放养的羊群，儿子则开着汽车

在草原上驰骋。两代人用不同的方式

书写着自己的故事，在草原上演绎着

各自不老的草原恋歌。

调整畜群畜种，转变农牧民的生

产方式，这无疑是干群共同唱响的悠

扬牧歌，音符在草原上空飘荡，从玛

曲草原到尕海湖畔，到整个甘南

草原⋯⋯

你听，这千里草原牧歌

嘹亮⋯⋯

辽宁盘锦——

全域文旅亮出升级版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金秋时节，辽宁盘锦市沿海步道展

露着写意般的壮美。沿 18 公里长的红

海滩风景廊道慢行，一边是一望无际

的 红 海 滩 ，一 边 是 一 望 无 际 的 稻 田

画。火红与金黄泾渭分明。

“盘锦因为可爱而美丽，人呵护

自然之美才是本质。”盘锦市委宣传

部部长李群说，盘锦市以精细绣花

功夫打磨城市之美，精修城乡里

子赢得文旅面子，让有颜值的文

旅产业源源不断产生附加值。

若不是实地兜兜转转，

真不敢相信一派江南画风的

水榭歌台竟然出现在东北

农村，出现在盘锦市大洼

区的一座座农家小院。

张 力 元 是 田 家 镇

大堡子村民宿“番茄

小院”的经营者，国

庆 节 期 间 的 民 宿

房 间 早 已 约

满 。 每 天 都

有 家 庭 团

游 客 来

此 休

闲娱乐，严格预约控制人数的“番茄小

院”基本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春夏秋

三季，月营业额保持在 20 万元左右。

张力元共投资 500 万元盖起徽派

庭院，之所以敢下这么大的本，是因为

大堡子村底子铺得好，村路全柏油路

面，厕所污水都有暗管通到村头污水处

理厂，更有不输城里的物业。

大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刘磊说：“美

丽不是做样子，我们铺设了 10 公里柏

油路，24 小时供水供气，垃圾即时清，

超市、银行都在身边，5G 信号实现了全

覆盖，种下 25 万棵树、8 万平方米花草，

建 设 了 以 太 极 为 主 题 的 稻 田 慢 行 系

统。”乡村巨变，民宿产业乘势而起。村

里建起“国风堂”等精品民宿 14 家，每

年游客量超 3 万人次。原本旅游底子

薄的大堡子村被评为国家首批美丽乡

村示范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与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大堡子村是盘锦市美丽乡村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盘锦市通过实施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重

点工程，倾力打造全域美丽乡村“升级

版”。其中，盘锦市城乡一体化大环卫

项目荣获 2016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大洼区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勇说，

成为备受追捧的旅游目的地，大洼区

“有一套”。手握红海滩和温泉

旅 游 两 张“ 王 牌 ”，借 助

106 项各级非遗保

护项目，大洼区以辽河口文化、田庄台

古镇文化等为地域文脉底蕴，形成东

（辽河文化）、西（湿地文化）两条精品旅

游线路，推出了春季“踏青赏花”、夏季

“休闲戏水”、秋季“红滩绿苇”、冬季“冰

雪温泉”全季全域旅游产品。

截至去年年底，盘锦城市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3.87%，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 15.3 平方米。事实上，盘锦全市平

均海拔不过两三米，土质盐碱度很高，

绿化并不易，有此成绩靠的是坚持。

为深度推进文旅融合，吃透山水文

章，盘锦市努力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文旅

产业优势。在乡村，以插秧节、开海节、

冬捕节为载体，开发“稻作人家”等多条

乡村旅游线路，全市培育旅游特色村

20 个，民宿和农家乐等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 230 个，带动农户 1.11 万户，年接

待游客 346.8 万人次；在城市，盘锦不断

丰富“红海滩+”旅游产品体系，做强湿

地观光游、休闲度假游、冬季冰雪游等。

从盘锦向海大道拐进小巷深处，由

老旧小区改造而来的迎宾社区映入眼

帘。“咱小区虽老旧，可人心齐整，文化

丰富。”社区党委书记黄红芳说，社区居

民为改造家园人人出力，人人都是“护

花使者”，发现小区哪里有问题，居民们

自发随手拍，上传到社区群里，社区干

部即刻回复解决进程。

72 岁居民田广利觉得社区的“美”

更在精神愉悦。社区里活跃着 20 个文

化志愿者团队，有舞蹈，有说唱，每到晚

上可热闹了。每个晴好的周末，小区电

影放映队队长秦祖胜都会蹬着四轮板

车将放映设备准时运到广场，放映队队

员们手持长竿挂幕布、将音响搬到幕架

下、调试放映设备⋯⋯“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享受文化大餐！”坚持放映 9 年的

秦祖胜说着又忙活起来。

迎宾社区居民严加强是盘锦 18 万

名爱美护美志愿者中的一员。他说，盘

锦人为了保护湿地，实施了全国最大的

“退养还湿”单体工程；为保护珍稀鸟

类，自发成立了百余个鸟类保护协会和

志愿者团队，在鸟类繁殖季节，轮流看

守须臾不怠。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

会长刘德天多次谏言，为了黑嘴鸥的安

宁，规划好的滨海大道也要向北绕弯。

曾有人建议：盘锦争创全域全国文

明城市和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最好关掉

占道摆摊的早市与夜市。盘锦市委领导

在专题会议上态度鲜明：一关了之是懒

政怠政的表现，加强跟进式规范管理，做

到按时收摊即时清扫就可以。早市、夜

市已融入市民的生活习惯，城市文明不

能失去烟火气。“盘锦人眼中的文明，是

全天候的真实生活修为，盘锦人算大账、

算长远账。”盘锦市精神文明办主任赵书

哲说，盘锦之美，不仅有大广场、宽马路，

更在于背街小巷、犄角旮旯及人们的精

气神值得细看，盘锦愿下慢功夫濡养城

市气质，在细处夯实城市文明内涵。

做文旅精品要号准游客脉搏

刘

成

随着露营的兴起，

位于青岛胶州市洋河镇

的艾山天文台成为露营

爱好者的打卡地，这个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众 景

点，因为摸准了游客喜

好的脉搏，从小景点变

成热门。

近几年，文旅市场

变化很大，传统的观光

式旅游逐渐式微，体验

式、沉浸式旅游备受青

睐 。 面 对 这 一 市 场 变

化，要打造文旅精品，就

需要摸准游客喜好的脉

搏。露营是体验式和沉

浸式旅游的代表项目。

要把露营做出彩，既要

有美景，还要有配套设

施：有能打桩扎帐篷的

草地，还要能提供“吃、

喝、享、住”一应俱全的

露营服务⋯⋯商家需要

洞察市场趋势、完善相

应设施，并建立新的运

营体系。

打造文旅精品，要

在市场细分中创造吸引

特定游客的文旅体验。

以露营为例，有动物的

营 地 可 以 推 出 萌 宠 互

动、动物科普讲堂、夜游

动物园等活动；有葡萄

庄园的营地，可以将民

谣音乐会、葡萄酒品鉴

作为特色；有观星优势

的营地，可以提供专业

的 观 星 设 备 和 教 学 指

导 ⋯⋯商家开动脑筋，

根据不同的游客喜好放

大自身优势，创造与众

不同的文旅体验，就能

吸引特定游客，化平凡

为神奇。

打造文旅精品，需要做好顶层规划。杭州及时

捕捉到市场新需求，在城区 50 公里范围内规划了

248 个露营地。而很多城市正因缺少规划，导致可

以露营的场地寥寥无几，丧失了抢抓新机遇的良

机。由此可见，政府的顶层规划，在打造文旅精品、

抢占文旅新机遇方面至关重要。

打造文旅精品，还需要善于整合资源。山东威

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将 400 余个特色乡村和

15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一路串联”，促成了集“游、

玩、学、食、购”于一体的新业态。启动 1 年多来，

2 天至 3 天的深度游占比提升 80%，景区、酒店收入

增长近 20%。整合资源打造文旅新精品，不能小打

小闹，而要在更大的区域整合更多业态，形成层次

丰 富 、形 式 多 样 的 文 旅 体 验 。 比 如 ，可 以 整 合 水

域、森林、大棚、田野、房车、民宿、餐饮、海洋、海

岛、游船、节庆、采摘、露营等各种要素，用游客广

泛喜欢的主题串联起来，把道路贯通，完善各种基

础设施，打破各种地域限制，形成共同建设一个大

文旅线路的合力。此外，还要鼓励更多的地方营造

差异化竞争优势和文旅亮点，形成“一串珍珠颗颗

亮”的跨地域文旅精品。

目前，一些投巨资打造的文旅项目效果欠佳，游

客感叹文旅精品仍然不足。建议业界不妨转换思

路，从更高的维度整合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让诸

多已有的文旅资源成为新 IP 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大

文旅将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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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海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海

湿地一角湿地一角。。 张张 勇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甘南藏族自治州广阔草原甘南藏族自治州广阔草原

上的羊群上的羊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图图③③ 尕海湿地上的鸟儿尕海湿地上的鸟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图图④④ 辽宁省盘锦市打造的乡村辽宁省盘锦市打造的乡村

稻田慢行系统稻田慢行系统，，引来游客打卡拍照引来游客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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