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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黄南山水黄南

天更蓝天更蓝 水更清水更清 生态绘就家乡幸福底色生态绘就家乡幸福底色
绑好护腿、戴好袖章、整齐列队……

一大早，泽库县泽曲镇泽雄村的“铁骑”
林草管护员们就从村里出发，在摩托车的
阵阵轰鸣声中向着各自的巡护区域疾驰
而去。

时令已到初夏，高天厚土的泽曲草原
却刚开始返青，一眼望过去，远处依然是
金黄一片。枯草季节火灾频发，加之湿地
地形复杂，消防车辆器械进出不便，“铁
骑”们在摩托车后座上，安装了自制的铁
框，里面放着一个个装满水的塑料桶，以
此充当“移动消防站”。

这支最初由牧民自发组成的巡护队，
守护草原已有五个年头，每个月不少于20
天的巡护时长，是队员们默守的职责。从
刚开始的看护自家草场到现在的巡护整片
湿地，逐渐增长的不仅是巡护的里程，还
有牧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保护这片湿地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我们的家园，这几年，这里的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水清了、草美了、鸟多了，
为了美丽的青山绿水，我们的付出也是值
得的。”年仅 20岁的昂青东知已经是巡护
站的老队员了，四年的巡护经历让他对泽
曲湿地的每片草场、每条河流都有着深厚
的感情。

泽曲镇位于泽库县中南部，是三江源
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草原面积达 9.5万

公顷，草原湿地资源十分丰富。冠以“国
字号”荣誉的泽曲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
完整性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有黑颈鹤、
黑鹳等珍稀物种分布，在区域生态环境中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效益和功能。

在广袤的泽曲草原，村级林草管护站
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不论冬春或
夏秋，管护员们日复一日巡护的身影在牧
野上、河道旁随处可见。林草长制的启
动，让泽曲草原山头有人管、林草有人
护、责任有人担，通过越来越庞大的林草
管护员队伍的细心呵护和一次次全县联合
巡护活动，草原生态日益向好，牧民群众
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蔚然成风。

2021年，泽库县全年联合开展巡林巡
草巡河27次，巡河护河740公里，清理垃
圾 200余吨，黑土滩治理 433公顷，土坑
恢复 19.6公顷，草原灭鼠 18700公顷，草
原禁牧26067公顷，累计巡护1.2万次。

“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
众，开展了一系列护林、护草、护河专项
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干部群众的生态文明
意识。”同行的泽库县泽曲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周先卡说，通过一次次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人们重视生态、爱护生态、保
护生态的意识不断提高，涌现出了像“老
牧人多杰”等一批“明星管护员”和志愿
者，也使保护生态、保护家园的热情愈加

高涨。
放眼黄南，无论是南部高天厚土上广

袤牧野，还是北部黄河臂弯里的谷地沃
土，创建全省生态文明先行区的步履都一
样坚实有力。镜头从泽曲草原转向灵秀尖
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筑牢黄
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的伟大实践正在如火
如荼的铺展开来。

黄河水静静流淌、水鸟成群嬉戏河面
……这并不是某个公园的景致，而是尖扎
县康杨镇农村污水处理厂区旁的日常景
象。在这里，经过污水处理厂多级处理
后，康杨镇的生活污水变得清亮透彻，通
过正在修建的湿地公园流入黄河。黄河流
经尖扎县境内 96公里，沿黄干流人数近
4.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83%，范围广、
人数多，沿黄干流是尖扎县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重点区域。以往，生活污水收集管
网等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一度成为扎
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短板弱项。

通过生态恢复治理、农村污水无害化
处理、河流生态缓冲带建设等工程措施，
如今，尖扎县实现了河岸生态恢复，治理
提升科研生态建设污染力体的三方统筹，
确保了生态良好、水质稳定、村庄洁净，
保证了一江清水向东流。

截至目前，尖扎县累计投资 1.2亿余

元，实施 6座污水处理厂建设，10个社区
17个村庄污水实现并网，两个村庄修建污
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覆盖沿线黄河三
镇一村、一乡和一个产业园区，县城污水
处理率达91.5%。

以康杨镇污水处理厂为例，厂区日处
理污水 1000 吨，日来水量为 700 到 800
吨，通过物理沉淀、微生物曝气降解和紫
外消毒三个阶段，最后通过巴氏计量槽湿
地公园的进一步沉淀净化，水质达到一级
A排放标准。

自南向北，黄南这片热土上处处写满
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奋进故事。黄南州生态
环境局局长林占兴介绍，近年来，黄南州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历史使命，坚决扛起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攻坚克
难、勇毅前行。2021年，黄南州治理水土
流失 134.9平方公里，治理退化草原近 4.7
万公顷，完成国土绿化 3.3万余公顷，落
实草原生态奖补资金 2.56亿元，惠及 2.93
万农牧户、12.6万人，城镇污水、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 86.3%和 97.2%，
创建省级生态文明示范乡镇 7个、示范村
35个。下一步，黄南州将以成功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契机，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让黄南的天更蓝、水更清、
山更绿。

近年来，黄南州充分依托独特旅游资
源禀赋，创新思路理念，围绕打造省级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不断融入青海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发力、群众参与等方式，多点发力，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以乡村旅游发展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旅游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同仁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坚持推动

自然资源与休闲度假产业融合发展，以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载体，积极打造乡村
旅游示范点，为产业兴旺再添新动力。一
是加强规划引领，奋力推进旅游提档升
级。积极申报2022年国家级旅游消费集聚
区、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青海省乡
村旅游特色示范点、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制定“古色”“绿色”两条精品旅游线路。通
过服务提升、项目建设、人才培训等方式，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稳增收、强就业、促振
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合理安排资
金，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建设。围绕满足游
客多样化旅游需求，依托各村资源禀赋，加
快推进酒店民宿、自驾游营地、特色街区等
建设，打造了“唐卡小镇”“东干木旅游度假
村”“温泉康养”“在那东山顶上”“力吉格桑
花海”等一批特色餐饮、康养休闲、山地避
暑乡村旅游亮点。三是加强人才培育，全
面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以“原山原水原乡
人”来盘活“原生态”的理念，针对本土群众
意愿开展技能培训、讲解员业务能力提升
培训等活动，扶持有意为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的本土人才掌握充分的理论技能。

多点发力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
尖扎县始终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着力夯实发展基础、
壮大发展规模、提升发展质量，初步形成了
产业、旅游、生态相融合的发展格局，闯出
了一条具有尖扎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新路
子。现有 3A级景区两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4个、乡村

旅游接待点 56个。一是抓建设促发展，改
善乡村基础条件。结合尖扎县旅游资源优
势和发展实际，实施坎布拉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德乾村乡村旅游建设、青春瀑布、来
玉民宿旅游开发建设等文化旅游项目，乡
村旅游发展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二是抓
特色建品牌，做足乡村旅游文章。全力打
造昂拉乡德吉村、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能
科乡德乾村等 28个乡村旅游景点，依托尖
扎区位优势和游客需求，设计主题多样的

“一日经典游线”“两日精品游线”“三日深
度游线”尖扎旅游大环线、南部旅游环线、
四条小环线等旅游线路，有力推动乡村旅
游发展。三是抓开发强培育，加快乡村产
业发展。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祥地
和“五彩神箭”特色文化优势，培育乡村旅
游产品手工作坊 180个、文化经营企业 65
家，开发唐卡、五谷画、藏香、铜雕、传统弓
箭等 10大类 100多个特色文化产品，引进

“云上拉德”“能科帐篷家”“百美村宿”等乡
村文化旅游产业项目，使群众背靠山水美

景吃上了“旅游饭”。

游牧民俗特色文化带动乡村旅游
泽库县抢抓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机遇，不断探索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途
径，引领带动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全域全季
全时段精准发力，以游牧民俗文化为特色
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强劲，旅游度假环境
和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一是
景区景点建设逐步提升。泽库县现有国家
3A级景区四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个，州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1个，已申报6家省级乡村旅游接
待点，有效带动以乡村牧家乐为主的乡村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二是基础设施持续完
善。积极争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
一步巩固和完善乡村旅游基础，团结村“青
南印象”风情园通过基础设施改善，打造成
西部集旅游、休闲、餐饮、观光及有机畜牧
业为一体的旅游功能区；泽曲镇以湿地景
区为依托，实施热旭日村生态旅游、生态牧

场观光一体综合休闲度假乐园项目，推动
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三是产业
发展不断增强。引导各乡村旅游点设立非
遗展示点，展售石刻、木雕、民族服饰等旅
游工艺品；设立旅游商品购物店，销售牦牛
肉干、奶制品、啤酒等特色旅游商品；通过
举办藏族谚语演说邀请赛、县内非遗成就
展、民歌演唱等特色品牌活动，促进旅游业
与文化、体育、农牧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
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新业态发展
模式。

“三个提质”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河南县围绕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提高

传统乡村经济附加值，促进牧民群众稳定
增收，充分挖掘乡村自然和文化资源潜能，
使之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
村振兴的有力抓手。现有国家3A级景区4
个、四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3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 3个。一是以特色提质乡村旅游。
围绕“一产二产三产相互融合，生产生活生
态相得益彰”的思路，将旅游业和其他相关
产业深度融合、一体发展，不断增加住宿餐
饮收益，有效延伸产业链、价值链，着力形
成“全景域体验、全过程消费、全产业融合”
的旅游新模式。二是以生态提质乡村旅
游。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以生态环境保
护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通过做好县级
水源地标准化建设、草地治理和公益林管
护、持续推进“禁塑令”等工作，全力打造全
域无废示范县。三是以服务提质乡村旅
游。以发展生态观光和休闲旅游为重点，
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道路绿
化等工作，不断提高旅游服务标准，提升旅
游服务档次。开展乡村旅游品牌创建工
作，重点创建一批精品文化产品、星级乡村
旅游接待点、省级旅游示范单位等乡村旅
游品牌。

（来源 / 黄南州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走进山水黄南走进山水黄南 细细品魅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