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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市民扎西东智径直来到隆务河畔，
沿着木栈道散步。“这几年，隆务河被治理得越来
越干净，越来越好看，河边木栈道成了我们平日散
步的好地方。”短短几年，隆务河水生态治理工程
的实施，让河水变得清澈以外，还通过建设湖心
岛、观光栈道和亭台楼阁，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茶余
饭后散步的好去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
句话说得好，这些年，政府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
的力度很大，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提升了，幸
福感也更强了。”扎西东智说。近期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组进驻青海，这是更好地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的好机遇，希望能成为让黄南母亲河—隆务河
两岸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的契机。

隆务河是黄河一级支流，藏语称为“隆务格
曲”或“格曲”，意为“九条溪流汇集而成的
河”。它一路向北，灌溉两岸、哺育生灵、滋养
文化、孕育文明，最后经隆务峡汇入黄河。

曾经一个时期，在同仁当地群众的集体记忆
里，原本清冽甘甜的隆务河几乎沦为“污浊”和

“干涸”的代名词。为彻底改善隆务河城镇段河
道及周边生态环境，同仁市对隆务河进行水生态
综合治理，新建、加固堤防，疏通河道，设置拦
水堰，一系列措施让这里的生态湿地功能逐渐恢
复，也为城市新增了39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今天，如果来到古城隆务，走近隆务河畔溯
流漫步，你会惊奇于它清澈的“身姿”和两岸优

美的景致。
冬日夜幕下，柔和的灯影洒向平静的河面，

飞架西东的热贡桥、连接两岸的康宾桥和贡安
桥，还有亭台楼阁、沿河富有特色的民居和沧桑
幽深的隆务老街……一幅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的崭新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水是城市的灵魂，优质的水生态和区域生
态环境，可以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内涵。隆务河的
治理，离不开党委政府不遗余力的实践，也离不
开每一个市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同仁市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隆务河水生态治理工程开展初
期遇到了诸多困难，但在各级政府和沿河市民的
支持下，工程顺利实施，河道恢复了生机，展现
出了新模样。

随着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隆务河两岸
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获得感、幸福感
油然而生。“看着隆务河变清变美，两岸环境
一天比一天好，公园、广场这些休闲场所和设
施越来越全，我打心底里高兴。”就在这几
天，同仁市干部旦正与同事一起认真学习了中
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青海省动员会
精神后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的进驻将激
发大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卫生整治的激情，
作为同仁一份子，尤其作为一名干部，我要为
保护好家乡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发
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清。”

保护一河清水 润泽金色谷地
文图 / 特邀记者 公保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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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治理共牧区
分享会上，河南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钢夫

介绍，河南县地处三江源区，是全国面积最大
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青海省生态保护
最好的草原。拥有众多优良草场的河曲草原，
是发展有机畜牧业的理想之地，同时也是三江
源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生
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克其合滩草原的变化就是对治理成效最好
的呈现。克其合滩草原隶属于河南县优干宁
镇，与甘肃省夏河县科才镇相连，由于两地长
期共牧、过度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草场
退化严重。2021年，两县共同签订了全面禁牧
治理克其合滩草原生态的协议，克其合滩草原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拉开序幕。

扎西东智是克其合滩一名普通的牧民，他
讲述了克其合滩草原治理时的所见所闻，“刚开
始两地无法达成共识，共同商讨了2年，直到
2020年开始我们形成了一个治理方案。当时克
其合滩草原修复最大的难题是这里是共牧区。
那么，修复治理后草原如何可持续利用和管
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希望今后能够得到
当地政府在管理上的持续支持。”扎西东智说着
目前治理取得的成绩，也说到了今后要面对的
一些问题。

这时，河南县草原工作站站长、高级林业
工程师卡着才让说，在草原哺育我们的同时，
我们又对草原付出了什么？

“在生态修复当中，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度对
保障草原生态修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卡着才
让说。在克其合滩治理中，前期组织当地牧民
进行培训，一来强化牧民有关草原修复的基础
知识。二来提升牧民草原管护能力和监督能
力，尤其是在项目实施的前中后期，能够发挥
牧民在质量、数量、技术方面的监督作用。三
是推动牧民务工，增加牧民的收入。草原的成
功修复也会提升牧民的参与度和成就感。

卡着才让把治理的关键归功于群众。“在生
态修复过程中，三分治理、七分管理，关键是
管理。”草原的主体是牧民，畜牧业的基础是草
原，草原生态环境好了牧民增收，畜牧业也将
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助力。

“县级干部责任田治理经验”润物无声
如果说，克其合滩是显现的治理成效，

“县级干部责任田治理经验”则是润物细无声
地呵护。河南县草原工作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
员马戈亮分享说。2016年，河南县委县政府
开展县级干部责任田草原生态治理规划，建设
五级联络体系，带动全县干部群众共同治理草
原生态。

“有退化草原，我们就把退化草原列为责
任田。没有退化草原，我们就在草原管理上研
究如何实现更好地合理利用。”马戈亮说。

责任田治理工作中因地制宜进行针对性的
治理和实验性治理，谈及治理过程中遇见的问
题，马戈亮说，遇见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大

家就一起摸索，比如牛羊踩踏措施主要是通过
牛羊踩踏将牧草种子踩进土里，这个方法是从
民间生态保护者扎琼巴让老师那学到的。

“想让老百姓相信你，那你就要做出让老百
姓相信你的事情。”马戈亮说。

多方合力唱响草原之歌
在圆桌讨论时，青海省草原总站站长、农

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徐有学有感而发：“国家现在
对草原的保护建设非常重视，青海的生态靠草
原，我省从2005年开始，近20年时间进行黑土
滩治理，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措施，河南县在黑
土滩治理方面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这是一项
巨大的成就。”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河南县相关部
门、牧民群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尤其是
县委县政府每年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些做
法都是走在全省草原生态保护前列的。

这几年，国家对草原的投入比较大，从
2011年开始，我省启动5年一轮的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政策，对实行禁牧的牧民给予补
助，实现草畜平衡的牧民给予奖励。这项政策
的实施增加了牧民的收入，也激发了广大牧民
保护草原的信心。

“我可爱的故乡美丽的河南……”仿佛讲述
着一个又一个草原守护者们一路高歌，牧民群
众守望相助的故事。

（来源 / 西海都市报）

曾几时，选择在草场放牧还是外出打工成了摆在牧民
华布面前的棘手问题：离开赖以生存的草原，华布很不舍，
可是草场退化，牛羊生存都成了问题，生活拮据，没有办法
就得离开草场外出务工。

就在华布左右为难时，省上的林草专家来了、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们来了、县级干部责任田草原生态治理规划来
了，华布的草场有救了……

在“对话河南县草原工作站：河曲草原黑土滩治理及
蜕变”西宁几何书店分享活动中，一则生动的动画作品讲
述了黑土滩如何蜕变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离不开国家对生态、草原的关注，离不开
林草专家们的付出，更离不开这片草场上牧民群众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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