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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家底”鼓发展底气
黄南州有国家森林公园 2 处、湿地公园 2

处、草原自然公园2处、沙漠公园1处，野生动
植物资源丰富且多样。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在慷慨接纳泽
曲河的奔赴后，告别富饶的蒙旗草原，千回百
转穿过坎布拉的奇峰幽谷，再次流回黄南州境
内，在冲出险要的松坝峡之后变得温婉而沉
静，如同母亲般哺育着两岸大地。也孕育出隆
务河、泽曲河、洮河三条一级支流。

黄南境内的草原、河湖、林海……精灵般
的野生动植物常常“跃入”摄影爱好者、媒体
人、动植物研究工作者、生态管护员的镜头
里。不仅有雪豹、白唇鹿、马麝、岩羊、黑鹳
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有冬虫夏草、大黄、雪
莲、贝母等名贵中药材。据统计，仅在位于黄
南南部的蒙旗草原就有鸟类 230 余种、野生动
物50余种。

今天，居住在周边的人们对邂逅野生动物
习以为常，有时遇到它们被困或受伤，就会主
动救助，待条件成熟时再将其放归大自然。

2023年6月18日，尖扎县公安民警在坎布
拉镇人工林区成功救助了一只被困岩羊。这是
自5月26日尖扎县能科派出所救助被困马麝以
来的第四次救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前
的5月30日和6月10日，分别救助了一只燕隼
和一只岩羊幼崽。

在国土面积不足1600平方千米的尖扎县境
内，仅20余天，当地政府连续救助了4只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极为
罕见的现象，折射出当地野生动物数量正在恢
复增长。

与生活在黄南北部的老人们攀谈，“人进林
退”的掠夺式开发到“人退林进”的保护利用
这一历史阶段，似乎眨眼间就过去了。然而，
他们少儿时常见的野生动物，在销声匿迹很多
年后的今天，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当下，正是打造“山水黄南”金名片的关
键时期，黄南州努力将生态资源的天然禀赋，
转化为推动发展、冲出省门、国门的绿色家底
和十足底气。

在2021年10月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生态文明论坛上，国家生
态环境部对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进行命
名授牌。其中，授予黄南州第五批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称号，授予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
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称号。

岁月积淀文化底蕴
每当探访黄南南部草原，我们总会在不经

意间目睹牧人们或三五结伴、或独自一人，手
提纤维袋，沿河流、公路“搜寻”垃圾，耳闻
牧民对于生态保护的见解。

尽管牧民很难讲清楚什么是“可持续发
展”，但是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他们心中早已
形成了一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人、山、
水、草原、动物都是一个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由此，他们敬畏和守护着大自然，禁止肆
意获取一切自然资源，竭力保持生态平衡。

“牧民世代传承的环保意识，为推进河南县
生态环保工作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在牧区工
作和生活了数十年的河南县生态环境局局长恩
科接受采访时介绍。至今，仅在蒙旗草原各乡
镇党委领导的生态保护协会里，自愿加入的成
员已逾 800 人，他们不计报酬，维护着家园的
纯净和美丽，这正是黄南儿女身体力行守护

“中华水塔”的现实写照。
阿什加、“牧鸟人”多杰、最美生态管护员

曲配扎西、“独臂护林员”桑杰加……在黄南，
“守绿者”们像保护生命一样守护“中华水塔”
的故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他们接续相传的生

态保护“薪火”，“燎原”出了全州打造生态文
明高地的精神谱系。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同
仁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夏吾卓玛在代表通道介绍
了“牧鸟人”——多杰，一时间多杰老人守护
湿地的故事不胫而走，频现于“朋友圈”。

2023 年 5 月中旬，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让
牧野雪覆冰封。年逾古稀的多杰老人，一如20
多年来的每一个平常日子般，天刚亮，吃过简
易早餐，便去巡护泽曲草原上的一片鸟类净土
——“金滩鸟岛”湿地。

“鸟儿飞临的地方，就是草原上的福地，也
是我们牧民的福地。”多杰老人迈步走向广袤的
草原湿地，从他深邃的眸子里，你仿佛能看到
一个牧人眼中的云天、山水、草原、湖草、鸟
兽，那是生活在这方大地上的人们心心念念的
沃水丰野。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依赖草
原也守护草原，是牧民通过千百年的生产生活
总结出的生存经验，也是他们保护家乡美好生
态而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

建制定规绘制“方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可靠地保障。”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
对于正倾力打造“山水黄南”金名片的黄

南州而言，因地制宜制订生态文明制度成为保
护生态环境的根本性保障。

为此，黄南州全面展开调研、严格审议论
证，先后制定并印发《黄南州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州规划》《黄南州环境督查问题责任追究
制度》《黄南州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实施方案》

《黄南州国家机关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等
“一揽子”制度、条例和文件，为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率全省之先推行
“林草长制”等制度条例，通过经年累月的不懈
坚持，如今黄南州已交出一份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精彩答卷：农牧区集体产权改革和“三权
分置”等改革成效显著；泽库县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成为全省典型；农村土地确权登
记通过省级验收；国有林场改革全面完成；河
湖长制以优秀等级通过省级评估验收……在

“生态立州”的鲜明旗帜下，由州委领导亲自挂
帅，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的庞大队伍，正同心守
护黄河之南的绿水青山，在全省乃至全国屡屡
荣获嘉奖。

据黄南州林草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州
设立州、市县、乡、村、林场五级林草长 359
人，确定网格生态管护员 10286 人。换言之，
每 27 名黄南人中就有 1 名生态管护员，每 780
人当中，便有1名林草长。

全面实现泽曲草原山头有人管、林草有人
护、责任有人担，草原生态日益好转。10 月
初，高天厚土的泽曲草原已泛黄。当清晨的第
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泽库县泽曲镇泽雄村巡护
站的“铁骑”巡护队成员们早已绑好护腿、戴
好袖章，整装待发。随着网格长一声令下，他
们驾驶着摩托车向各自的巡护区域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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筐，放上装满水的塑料
桶，“移动消防站”便形成了。

“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守护好家园生态安
全，我们的付出就值得。”年仅21岁的昂青东
知却是泽雄村巡护站的老队员，四年的工作让
他对泽曲湿地的每片草场、每条河流都如数家
珍。这支最初由牧民自发组成的巡护队，每个
月巡护时长达20天以上，他们默默守护草原已
经有五个年头了。

“铁骑”巡护队的成长史也是黄南州深入推
行“林草长制”的一个缩影，从刚开始看护自
家草场到后来巡护整片草原、湿地和林地，对
每一位生态管护员乃至每一名参与其中的黄南
人而言，持续增长的不仅是他们巡护的里程，
还有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

黄南人与这片天地山川朝夕相处中，用持
续不懈的全力保护，让生态环境一直向好，他
们用行动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
谛，用生态文明绘就“山水黄南”大美画卷。

金秋十月，位于九曲黄河第一湾的黄南州，风景犹如打翻的调色
盘般缤纷绚丽，行走其间，目光不禁被锦绣山河吸引。而生于斯长于
斯的黄南儿女，正不懈努力“守绿生金”，绘画出新时代美好的图景。

黄南全境属三江源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是“中华水塔”青海省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南州各族人民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绿色发展按下快捷键，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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