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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扛起源头大保护责任调查

本报记者

马玉宏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绵延千里的黄河之水，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青海

省。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

调，“要积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要始终把

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

牢记殷殷嘱托，青海省扛起源头责任，统筹推

进黄河源头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巩固黄河源头的

生态安全；积极融入国家重大能源战略布局，加快

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基地化发展；创新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产品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牢记生态责任

奔腾流淌的湟水河被称作青海的“母亲河”，是

黄河的主要支流。河水从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境内包呼图山流出，流经青海省、甘肃省，全长 374

公里。温润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青海近 60%的人

口、52%的耕地和 70%以上的工矿企业。

保护好黄河源头，成为沿线县市谋划高质量发

展的先决条件。

西宁市湟源县地处湟水河上游。近年来，当地

开展湟水流域入河排口监测溯源工作，对 302 个入

河排口开展“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工作；实施东

沙沟、鹿石干沟生态治理项目和湟源县申中河等水

污染治理重点工程；结合落实河湖长制及枯水期湟

水流域专项执法检查，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屠宰场

等涉水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生产废水排放情

况的监督检查等措施，实现湟水河出境（扎麻隆）国

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水体功能目标。

不论是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是草原辽阔的牧

区，守护好黄河源头好水向东流的生态保护理念一

脉相承。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有“黄河源头”之意，其

境内有黄河源头姊妹湖鄂陵湖、扎陵湖。牧民索索

说：“十几年前，这里雨水少、风沙大、湖水干涸、牧

草干枯，现在变化太大了，草绿了、水清了、野生动

物也多起来了。一定要守护好清澈湖水！”

遥感监测图像显示，三江源系列生态保护工程

实施以来，扎陵湖、鄂陵湖湖泊面积分别增大 74.6

平方公里、117.4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 104 平方

公里。“千湖之县”玛多县的湖泊数量由原来的 4077

个增加至 5849 个。

留住泥沙，才能流出清水。海东市化隆回族自

治县“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川”，黄河流经县域境内

168 公里，减少入黄泥沙量尤为关键。化隆县林业

和草原站副站长李开元说：“化隆县从 2020 年开始

实施群科北山造林绿化项目，灌木、沙柳固住了北

山上的土，每年能减少 2 万立方米淤泥排进黄河。”

守护黄河源头，需要制度先行。作为完善水治

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为青海河

湖保护法治化建设立起了规矩、划出了红线。目

前，青海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

系，创新设立了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企业河

湖长等民间河湖长。探索完善河湖长会议、厅际联

席会议、激励表彰等工作制度，并积极搭建“河湖

长+检察长”“河湖长+林草长”协作机制，实现与森

林、草原、湿地管护员岗位整合，“流域+区域”协同

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守护黄河源头，需要守正创新。青海省扎实推

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

性、完整性保护，率先建立了自然保护地制度标准

体系，三江源国家公园率先实现省州县乡村五级国

家公园管理体制，祁连山国家公园将生态保护、宣

传教育、民生发展、民族团结融为一体，统筹推进。

守护黄河源头，需要统筹治理。青海省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突出体现为“一增、双减、三

优”。“一增”即“绿色家底”愈加丰厚，草原植被综合

盖度达到 58.12%；“双减”即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持续缩减；“三优”即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保

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多年保持在 96%以

上，黄河干流省境断面水质保持在Ⅱ类及以上。

用好绿水青山

如今，地处长江源头的曲麻莱县频频“出圈”，

以其壮美的风景和稀有的野生动植物被外界所知。

守护住绿水青山，才能换得金山银山。今年

“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共接待游客 7.27 万人次。

“每天都有游客入住，藏餐、手工艺品等很受欢迎。

农家乐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说到底还是青海湖的高

颜值自带流量。”家住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果洛

藏贡麻村的仁青才郎，放下牧鞭经营起农家乐，收

入明显提高。

从湖泊到河流，生态含金量不断提升。“天下黄

河贵德清”，黄河青海贵德段的河水清澈见底，与许

多人印象中“浑浊黄色”的黄河截然相反。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德县拥有 30.5 万亩天然林、46.42 万亩

公益林、442 万亩天然草场，绿意盎然，环境优美，境

内的黄河常年清澈见底。

“村里发展旅游后，来的游客多了。我在家门

口找到了每月 3000 多元的工作。”今年 52 岁的陈加

顺在贵德县关加村自驾游营地负责打扫卫生。关

加村依托黄河、江拉林场等生态旅游资源，乡村旅

游日渐红火。目前，贵德县已建成 14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培育采摘园、农家乐、牧家乐等旅游接待点

200 余家，阿什贡七彩峰丛等景区旅游内涵不断丰

富，美地花田等乡村旅游点发展迅速。

在青海，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日渐

清晰。近年来，青海省加快“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

游发展布局。所谓“一芯”即以西宁市为核心，完善

省会城市旅游服务要素建设，打造集散中心和门户

枢纽；“一环”是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框架下，以

青海湖为中心构建环湖精品生态大旅游圈；“多带”

则是重点打造青海特色生态旅游带，明确了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思路。

守护青山绿水，唱响田园牧歌。2023年，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 17家蔬菜种植经营主体获得供港澳

蔬菜生产基地 IC卡认证，冷凉蔬菜直供港澳，成为青

海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缩影。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在“提质、稳

量、补链、扩输”。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靳生寿说，

青海坚持生态优先，厚植产业基础，建成特色农产品

生产基地 383 万亩，千头牦牛千只藏羊标准化生产

基地、生态牧场 100个，全省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52%。

延链强链才能更好带动农牧产业提质增效。

青海累计创建 6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 个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5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

及 21 个产业强镇，牦牛、藏羊、油菜 3 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433 亿元，全省主要农畜

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3%。

稳步推进输出地建设以来，青海已累计向省外

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露地蔬菜等农畜产品价值

达 193 亿元；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

地、春油菜杂交制种基地、青稞加工基地、冷水鱼生

产基地和有机枸杞生产基地；利用好东西部协作和

对口援青机制，在 16 个大中城市及援青省市建立

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专供基地、体验店及窗口，开展

百万牛羊进山东、青货入苏、藏羊进京等活动，2023

年输出大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 168.2 亿元。

激活绿色产业

在青海，生态保护是最大的政治。在全域生态保

护背景下，青海工业该如何转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

索，迈向新型工业化成为不二选择。青海以数字化转

型、绿色化升级为主线，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工程为抓手，不断提升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发展水平，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

阳光照耀下，海南藏族自治州塔拉滩光伏发电

园区内，一排排光伏板熠熠生辉。随着青海清洁能

源发展按下“加速键”，曾经的戈壁滩成为“光伏蓝

海”，安装超过 700 万块光伏板、范围达 345 平方公

里，是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生态发电园。

平地起光伏，荒滩变绿洲。如今的塔拉滩相比

过去平均风速降低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

少 30%，植 被 覆 盖 度 超 过 80%，形 成 了

“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放羊”

的光伏产业发展模式。

几十公里外的黄河上游

大型梯级电站龙羊峡水电

站，黄河水奔流而下。塔

拉滩光伏发电

园区输送的绿电，通

过高压输电线路输送到龙羊峡水电站，再根据总发

电任务和光伏实时发电量调节水电，实现“削峰填

谷”，并网向外输送。

通过“水光互补”，龙羊峡水电站送出线路年利

用小时数由原来的 4621 小时提高到 5019 小时；以

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年均约 14.94 亿千瓦时

的发电量计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 46.46 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2.66 万吨。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职责，谋划好绿色发展是时

代所需。作为黄河、长江和澜沧江发源地，青海省

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目前，青海省电

源总装机 5497.08 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 5107.94 万

千瓦，占全网总装机的 93%，2023 年新增清洁能源

装机 980.88 万千瓦，较 2022 年底增长 23.77%；新能

源装机 3745.64 万千瓦，占总装机的 68%。

青海产出的绿电，如同奔腾的黄河，一路向东，

为 各 地 发 展 送 去 强 劲 的 绿 色 动 能 。 青 海 — 河

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世界上首条专

门为输送清洁能源而建设的电力大通道，于 2018 年

底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 30 日全面建成投运，创造

了全球一次性建设投产规模最大、建设时间最短的

光伏奇迹。目前已向河南输送超过 400 亿千瓦时

绿电。如今，青海的绿电还远送上海、浙江、江苏、

山东、湖北、安徽等 14 个省份。

沿着绿电外送通道，青海从地理高地迈向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在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占地1000余亩的

天合光能青海大基地，1536台拉晶炉在拉晶车间满负

荷运转，一块块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标准化车间屋

顶。离公司2公里处是上游供货商青海丽豪半导体材

料有限公司。这家2021年在园区建厂的企业，2023年

已累计实现总投资110亿元。“今年将启动建设总投资

80亿元的三期项目，落地建设年产2000吨的电子级多

晶硅生产线项目。”公司副总经理贺秀才说。

在南川工业园这条不足 6 公里的大街上，集聚

了丽豪、高

景 、阿 特 斯 、天 合

光 能 等 多 家 光 伏 企

业。生产多晶硅的上游

企业顺着大街，便可把产品

送至下游客户。这里是青藏

高原有名的“光伏一条街”，

也是青海锚定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的发展缩影。

不只是光伏产业，西宁

新能源产业发展多点开花，全

球顶级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

时代新能源、全球新能源汽车

销售冠军比亚迪相继安家落

户；年产 16 万吨高能密度锂

电正极材料智能制造基地等

项目正加紧建设，总投资 25

亿元、年产 5GWh 新型动力

电池扩产项目调试运行⋯⋯

目前，青海省多晶硅、单晶硅、光伏组件产量分别

达 17.3 万吨、17.6 万吨、36.5 万千瓦，率先实现国内

IBC 电池工业化量产，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出口量分

别增长2倍、3.6倍。

数字技术赋能让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加

精细、高效。青海在全国率先发布绿色算力

地方标准，上线首个清洁能源供电感知

平台，成立全国首个省级智慧“双

碳”大数据中心和全清洁能源电

力可溯源的绿色数据中心，有

效扩大了交通、建筑、5G 等

领域清洁替代规模；2023

年 ，累 计 交 易 绿 证 近

1300 万张，支持“青海

造”走向全球市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确保黄河安澜确保黄河安澜，，是治国理政的大是治国理政的大

事事。。自自 20192019 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十四五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搭建起黄河保护如何更好搭建起黄河保护

治理的治理的““四梁八柱四梁八柱”？”？近日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黄河沿线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黄河沿线 99 个省份个省份，，探寻各地推进黄河流探寻各地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青海省是黄河发源地青海省是黄河发源地，，境内黄河干流长度境内黄河干流长度 16941694 公里公里，，占黄河总长度的占黄河总长度的 3131%%，，是我国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新时代新时代，，青海如何守护好母亲河的源头清水青海如何守护好母亲河的源头清水，，答好这份事关全国答好这份事关全国

人民福祉的答卷人民福祉的答卷？？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水土保持

工作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在生态地位特别重要但生态

环境特别脆弱的青海省，这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环。截至 2023 年底，青海省累计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66 万平方公里，持续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有效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生态环境保

护，减少了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提升了黄河源

头区水源涵养能力，稳固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

虽然青海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

“底子薄、欠账多”等问题依然存在，目前仍处于

“强基础、补短板”阶段，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

是生态环境脆弱，治理难度较大。青海急需治理

的水土流失面积还有 1.74 万平方公里，且特殊的

自然环境导致治理难度大、科技创新不足、治理

成本很高。二是地方财力有限，资金配套困难。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工程运行

管护资金短缺，社会资本参与度低，建管机制创

新不足，以奖代补、以工代赈等建设模式推广困

难。三是青海地域广袤，监管难度较大，信息化

应用技术落后等问题亟待解决。

为切实守护好“中华水塔”、筑牢青藏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应持续推进水土保持工作。

加强督导检查。实行台账管理，加强统筹调

度，强化跟踪督导，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做好前期储备。突出规划引领，坚持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优化完

善顶层设计，为高质量推动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有

序接续做好坚实保障。

强化部门联动。加强水土保持专项考核，进

一步压实地方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落实，逐步

实现部门联动共治、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综合防

治体系。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聚焦青海高寒高海拔

地区水土流失规律、干旱半干旱区水土流失治理

模式、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措施优化配置和

综合效益评估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开展科技攻

关、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应用，持续增强水土保持

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水土保持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作者系青海省水土保持中心副主任）

做 好 水 土 保 持 重 要 一 环
王鹿振

图图①①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

族自治县群科镇境内的黄河上族自治县群科镇境内的黄河上，，

天鹅与赤麻鸭在游弋天鹅与赤麻鸭在游弋。。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央秀达珍摄摄

图图②② 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尖扎县境内的黄河上游尖自治州尖扎县境内的黄河上游尖

扎段风光旖旎扎段风光旖旎，，绿意盎然绿意盎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张宏祥摄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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