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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守护长江源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朗日映冰川，涓涓不

亿年。大江流万里，为有此源泉。”这

首镌刻在“长江第一滴水”石碑后的《五

绝·题长江源》生动地向世人诉说着长江

的源起。

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内的格

拉丹东雪山姜古迪如冰川是“长江第一滴

水”流出的地方，草原苍茫、冰川耸立，这

里生活着藏羚羊等大自然精灵，还有世居

于此的西藏那曲市安多县玛曲乡牧民。

在长江源的滋养中繁衍生息，守护好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长江源头人家的选

择 ，也 成 为 世 世 代 代 赓 续 传 承 的 责 任

使命。

坚守

1977 年，21 岁的才嘎作为向导陪同

科考队溯源而上抵达河流尽头，那是他第

一次知道发源于家乡的涓涓溪流最终汇

聚成了滔滔长江，自己居住在长江源头。

此后近 50 年岁月里，才嘎只要有时

间便与乡亲们一起巡护长江源头的冰川

河流，从骑马、骑摩托车到驾驶皮卡车、越

野车。

“最开始骑马巡护一次要一周时间，

如今开越野车当天就能往返。”才嘎说：

“这条路走了多少次、救助过多少落单受

伤的野生动物，都记不清了。但看着雪

山冰川还是那么高大、滴滴融水汇聚成

清澈的溪流流向远方，心里就说不出的

高兴。”

回忆中，“哪一年藏羚羊产仔最多”

“又是哪一年开始巡护的队伍变大”“沿途

谁家有空房子能借宿”“谁家的酥油茶最

好喝”⋯⋯才嘎老人叙述得眉飞色舞，尽

是让人高兴的事。当问及期间是否遇到

过危险、巡护有怎样的酸楚

时，老人总是摆摆

手 ，就 连 旁

人插话想要补

充 老 人 曾 经 的 多 次

遇险，也总被他打断。此

时，老人总会拍打着自己的胳

膊腿说：“提那些干啥，你看我身子骨

比好多年轻人都棒，我现在还坚持每季度

到长江源头巡护一次呢。”

虽年近古稀，但才嘎老人鲜有长时间

离开家乡的时候：“作为一名村医，我放心

不下乡亲们的健康。同样，隔段日子不去

长江源头看看那片冰川雪山，我心里就空

落落的。孩子们想带我出去走走看看，我

都拒绝了。”

在才嘎老人的眼里，守护乡亲们身体

健康和长江源头的生态“健康”是他一生

最为重要的事情。“多次作为向导跟着科

考队等工作组到长江源头，队伍里党员冲

锋在前、甘于奉献的精神感染了我。所

以，我在 1992 年入了党，一直牢记‘守护

好长江源’的嘱托。”才嘎说。

月朗星稀，万籁俱寂。接受采访的

次日清晨 6 点，才嘎老人又出发了，目的

地——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脚下。“只

要还能走得动，我就得去看看。等到去不

了的那天，就让儿子、孙子替我去。”才嘎

老人坚定地说。

传承

逐水草而居，依赖自然、爱护自然是

游牧民族的习性和传统。当游牧生活成

为过往，物质生活日渐丰富，长江源头的

守护也已融入日常点滴。

“村民生活产生的塑料袋、饮料瓶越

来越多，还有一些破旧家具家电、建筑垃

圾，这些可不敢随意丢弃堆积。草原风

大，一阵风来就会吹到附近的河里，破坏

生态环境。”39 岁的玛曲乡罗台村妇女主

任次仁措因经常外出参加学习，深知这些

不可降解垃圾产生的危害，环保宣传便

成为她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日复一日地宣讲也如涓涓细流

汇聚成河，身边群众在次仁措的

感 召 中 化 身 环 保 卫 士 、河 湖 卫

士，垃圾分类、集中收纳、转运

处理⋯⋯在羌塘草原腹地的

这个小村落已成为习惯。

多年的坚守付出，让身

边河流清澈依旧、生态环境

保持如初，次仁措也获得了

政 府 和 社 会 的 肯 定 。 在

2022年由水利部、全国总工

会、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第

二届“寻找最美河湖卫士”

主题实践活动中，她荣获了

“最美巾帼河湖卫士”称号。

“荣誉虽然颁授给了我个

人，但它属于全体参与长江源

头 守 护 的 乡 亲

们。我也会倍加珍惜这

份荣耀，继续守护好母亲河源头的

生态环境。”次仁措说。

家门口的冰川融水汇入沱沱河成为中

国的母亲河——长江。对于她的保护，祖

辈们更多是出于对自然敬畏的本心。江水

奔腾流经了哪里、造福了多少人，又从哪里

入海？这些，父辈们脑海里并不明晰。

“长江，中国的母亲河，世界第三大河

流。”“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无边落

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0 岁

的玛曲乡小学学生边巴卓玛已经开始系

统地学习有关长江的知识。

“长江发源于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从记事起，爷爷、爸爸就给我讲述他们巡

护 长 江 源 冰 川 河 流 的 故 事 。”边 巴 卓 玛

说：“在学校，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有关长

江的知识，让大家知道了保护长江源头的

重要性。我现在还是学校长江源水生态

保护小卫士队的成员，每个学期老师都会

组织开展活动。”

责任

2016 年，玛曲乡农牧民自发成立长

江源环保志愿服务队。消息一出，大家纷

纷踊跃报名，队伍不断壮大。

“叮叮叮”，玛曲乡党委书记次旺卓玛

的手机消息提示音不断响起。“服务队的

同志们正在群里交流巡护心得呢，群里有

500 人，所以消息很多、热闹得很。”次旺

卓玛解释说：“这还不是全部的志愿服务

队队员，登记的志愿者已经达到了 800 多

人，全乡 600 多户实现了户户有志愿者。”

因为巡护经验丰富，才嘎被推举为长

江源环保志愿服务队第一任队长。地域

广袤，见面不易，信息传递很难。自此，一

部对讲机和大家形影不离，无形的电波将

逾百位队员对长江源头生态的默默守护

在彼此间传递。

“大家听说了没，政府要在冰川脚下

立一块‘长江第一滴水’的碑？”“这是好事

情呀”“那我们抓紧再组织一次巡护”⋯⋯

去年 7 月下旬，“长江第一滴水”揭碑

的消息在服务队队员们的对讲机里传播

开来，大家喜悦之余更感责任之重。

“8 月 1 日揭碑那天，我作为代表就在

现场。”虽然过去了一年多，但提及此事，

51 岁的其国仍开心得像个孩子，为大家

展示他当时拍摄的现场图片、视频。

其国一家居住在距离

姜古迪如冰川 10 多公里

的地方，每天在家门口溪

流里取一桶长江源头之

水，煮茶、做饭，饲养牲

畜 ，日 子 惬 意 幸 福 。

“ 我 生 在 这 、长 在 这 ，

是 长 江 源 头 水 滋 养

了 这 片 土 地 ，养 活 了

牛 羊 和我的家人，我

有义务和责任守护好

这 里 的 生 灵 草 木 、山

山水水。”

“一人当志愿者，

全家都光荣。家人都

支 持 我 做 志 愿 者 ，有

时候我在外采买生活

物资，碰上有巡护任务

或 者 有 野 生 动 物 需 要

救助时，他们都会代替

我积极参与。”其国乐呵

呵地说。

如今，玛曲乡对长江

源头的守护也做到了全民

参与。当地成立以牧民为主

要成员的长江源环保志愿服

务队，玛曲乡小学学生代表组

成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小卫士

队，玛曲乡干部职工和各村“两

委”、联户长组成的长江源民族团

结志愿队等 5 支长江源水生态保护

队伍，队员年龄身份实现了多层次广

覆盖。

草原苍茫、冰川耸立，滴水聚为

溪、河流汇成江，一泓清水不尽滚滚

东流，谓之长江。长江源头，有人

在世代守护。

构 建 陆 海 一 体 保 护 治 理 大 格 局
黄小芳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构建从山

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作为保障

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了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

时，进一步强调“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

治理大格局，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流

域、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扩大生态环境

容量”。11 月，我国首次以国家生态

保护修复公报的形式，发布陆海一体

的自然生态基本国情和国家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成效。

作为一项高度专业性、协同性、复

杂性的系统工程，经过近 10 年的实践

探索，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的管理体制、技术标准、

评估方法、运维保障等框架性制度体

系基本建立，但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下一步，应深化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充

分利用数字手段、促进在治理中开发

利用，以此推进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

治理大格局的形成。

深化协同治理机制建设。从山

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涉及陆海统筹、

河海联动、山海互济等，可建立综合

性、专业化、常设性的生态保护一体

化治理议事协调机构。要打破地区

分割和行政壁垒，围绕跨界山脉、流

域、海域，健全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体系。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完善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协

同推进的基础能力、管理制度、市场

机制和协同水平评价体系。此外，还

应加强省级统筹并贯通下行层级跨

域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具体目

标、政策工具和协同机制，使跨域协

同保护和治理的关系更加立体化和

体系化。

全面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全面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一体化保护治理大

数据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搭建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生态系统信息平

台、生态安全数据平台、生态环境一体

化监测平台以及生态环境风险应急统

一管理平台，实现生态数据共建共享

共用。贯通自然资源、气象、能源、水

利、农林、交通等领域的数据联通，汇

集环境质量、污染源、排污口、生态环

境功能区划等环境数据，持续强化数

据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强化跨区域

流域海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还应基

于数字资源、数字方法、数字媒介与数

字技术，进一步强化数智赋能治理，优

化跨部门工作流程，建立集系统调查、

立项建设、资源调度、过程监管、结果

应 用 为 一 体 的 全 链 条 数 字 化 工 作

模式。

在治理中推进开发利用。良好生

态环境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要摸清生态家底，编制形成生态产品

目录清单，为推动生态保护治理和生

态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应将“双碳”贯

穿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治理的

全过程，做好从山顶到海洋生态系统

固碳能力普查，实施生态碳汇倍增计

划，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的消费偏好，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构建碳汇

价值与生态保护治理、生态服务相结

合的开发保护方式。加强生态环境权

益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拓宽权益指标

交易内容范畴，探索跨区域权益指标

挂钩交易机制，统一规范推进生态资

源权益交易市场化，协同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跨

域生态协同保护作为跨区域合作的契

机，依托生态优势推动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生态服务业的发展，扎实推进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使区域协同合

作不断向纵深发展。还可构建多元化

的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强化生态

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

赔偿的利益导向，建立对口协作、产业

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

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补偿，积

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多主体参与的

生态综合补偿模式。

此外，还需加快制定和完善生态

保护修复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保护修

复的规范和标准，加大多主体生态合

作的高阶法律支撑，让协同治理有法

可依。聚焦具有示范带动意义的重大

项目、重点问题的解决，形成复制性强

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秋末冬初，走进青岛

市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射

箭 口 村 ，放 眼 望 去 ，满 目

金黄。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

片 非 法 开 采 形 成 的 废 弃 矿

坑，因长期开采后留下了一

个巨大的矿坑，满目疮痍、伤

痕 累 累 ，犹 如 大 地 的“ 伤

疤”，不仅破坏了周边自然环

境风貌，还破坏了该区域的

地质环境，导致水土流失，汛

期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

质灾害。

“生态欠账”怎么还？面

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即

墨区按照“谁破坏、谁治理”

的 原 则 ，推 进 生 态 修 复 工

作。“我们专门制定了《射箭

口村非法破坏土地生态修复

推进工作方案》，成立以分管

领导为组长，相关科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修复治理措施，全程

跟踪督导，严把工程质量关，

强化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监

管。”即墨区自然资源局地质

矿产资源管护科负责人董炳

恒说。

“同时，对于原治理区内

裸 露 的 残 丘 进 行 了 整 平 治

理，对矿坑周边高陡边坡区

域进行续坡回填，消除了地

质灾害隐患，重点在客土回

填、土壤改良、水土保护上下

功夫。”董炳恒介绍。即墨区

按照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

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指

导生态修复责任人采取“渣

土回填+场地平整+种植土回填+挡土

墙+排水沟+防护栏+灌溉工程+覆土绿

化”的工程措施开展生态修复，原来千疮

百孔的矿坑实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

被重建，极大改变了该区域的地形地貌

景观，达到优质耕地水平，修复治理效

果显著。

“ 以 前 ，地 上 都 是 坑 ，种 不

了庄稼，裸露的废石残渣

一遇到刮风天气，灰尘满

天飞，给我们生产生活带

来 很 大 的 不 便 和 隐 患 。

现在环境变好了，空气也

清新了。”射箭口村党支部

书记吕建国坦言，土地有

了 绿 色 、有 了 生 机 ，不 仅

看起来养眼，住起来也更

舒适。

增 绿 于 山 ，还 绿 于

民。项目从实施到竣工，

历经 8 个月时间，完成整

治 面 积 约 160 亩 ，新 增 耕

地 43.53 亩。从昔日的“光

秃秃”，到如今满目的“绿

油油”，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不但实现了土地的合理利

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而

且随着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提升，村民也在治理后的

土地上因地制宜地发展玉

米、芋头、地瓜、花生等特

色农业种植，一地多收，实

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共赢。

射箭口村矿坑“颜值”

刷新的背后，是即墨区多

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成 果 之

一。在生态治理推进过程

中，即墨区自然资源局、区

人民法院等多部门加强信

息共享、会商研判、线索移

送、协作调查等方面协作，

通过“府院联动”模式，确

保整改成效，并以此案例

的成功修复为契机，建立

了青岛市首个耕地司法保护修复示范

基地。

“通过打造示范基地，充分发挥了典

型案例的警示作用，进一步引导公众提

升耕地保护意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即墨区自然

资源局党组成员、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

任侯强光说。

废矿坑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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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远眺唐古拉山脉远眺唐古拉山脉

格拉丹东雪山格拉丹东雪山。。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②② 西藏羌塘草原上西藏羌塘草原上

的藏羚羊的藏羚羊，，远处是色林错远处是色林错。。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③③ 西藏那曲市安多西藏那曲市安多

县 玛 曲 乡 的 村 医 才 嘎 查 看县 玛 曲 乡 的 村 医 才 嘎 查 看

““长江源头长江源头””冰川情况冰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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