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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星期五
生态黄南

生态资源“家底”丰厚
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在慷慨接纳

泽曲河的奔赴后，告别富饶的草原，千回百
转中穿过坎布拉的奇峰幽谷，再次流入黄南
州境内。在冲出险要的松坝峡后，变得温婉
沉静，如同母亲般哺育着黄河上游发源于黄
南的一级支流——隆务河、泽曲河、洮河，
黄河与黄南的故事，是如此灵动悠长。毫无
疑问，黄河的馈赠让黄南州成为集丰富多样
的自然资源和地质奇观于一身的“幸运
儿”。全州境内有国家森林公园2处、湿地公
园2处、草原自然公园2处、沙漠公园1处，
是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宝库。

这里不仅有草原、河湖、林海，更有精灵
般的雪豹、白唇鹿、马麝、岩羊、黑鹳等珍稀野
生动物，以及冬虫夏草、大黄、雪莲、贝母等名
贵中药材。据统计，仅在河南县就有鸟类230
余种、野生动物50余种。

如今，除了天然林区、河湖之外，许多
面积逐年扩大的人工林区也频频迎来野生动
物的“光顾”。居住在林区周边的人们时常
能救起一些被困或受伤的“精灵”，并将其
悉心照料后放归自然。今年6月的一天，尖
扎县公安民警就在坎布拉镇人工林区成功救
助了一只被困岩羊，这是近一个月来当地第
四次救助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不久前，公
安民警还救助过燕隼和岩羊幼崽。许多当地
老人感慨，他们儿时记忆中常见的野生动物
在销声匿迹多年后，现在又出现在了人们视
野里，成为生活中的“新成员”。

当下，在打造山水黄南金名片的关键时
刻，黄南州正昂首阔步，将自然生态资源的禀
赋转化为冲出省门、国门的绿色家底和十足
底气。2021年，生态环境部正式授予黄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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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立州绘制“方圆”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因地制宜建立践行

生态文明制度成为黄南州委、州政府打造山
水黄南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黄南州先后制定并印发《黄南
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规划》《黄南州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黄南州大气污染防治方
案》《黄南州土壤污染治理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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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条例和文件。同
时，率先在全省推行“林草长制”等制度，
加之累月经年的不懈坚持，今日黄南已交出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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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旗下，由州委领导挂帅、各族干部
群众共同参与的庞大队伍，正勠力同心守护
着绿水青山，在全省乃至全国屡屡荣获“生
态文明”的桂冠。

置身黄南农村牧区，“林草长制”的深入
推行是巩固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成果的
主引擎。这一制度已被全州各级党委政府纳
入中心工作，实行一体化谋划、一体化推进、
一体化落实、一体化考核。至今，全州设立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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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27名
黄南人中就有1名是生态管护员，每780人当
中便有1名是肩负重任的林草长。在黄南南
部广袤的泽曲草原，村级林草管护站已成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无论严冬酷夏，管护
员们日复一日地巡护身影在牧野上、河道旁
随处可见。林草长制的启动，让泽曲草原的
山头有人管、林草有人护、责任有人担，草原
生态日益好转。

时令至初夏，泽曲草原刚刚返青，一眼望
去，远处依然是金黄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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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管护员早已绑好护腿、戴好袖
章，整装待发。随着网格长一声令下，他们的
摩托车向着各自的巡护区域疾驰而去。

枯草季节火灾易发，加之湿地地形复
杂，消防车辆和器械进出不便，“铁骑”们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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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只要能守护家
园的生态安全，我们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年仅22岁的昂青东知已经是泽雄村巡护站的
老队员了，5年的巡护经历让他对家乡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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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草原已有6个年头，每个月不少于20天的
巡护，是队员们默守的职责。从最初看护自
家草场到现在巡护整片草原，对每一名生态
管护员而言，不断增加的不仅是他们的巡护
里程，更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自觉。

生态智慧积淀深厚
漫长时光，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

相承——那就是黄南儿女刻在骨子里的生态
智慧与文化使命。

探访黄南南部草原，几乎每一次都能在
不经意间看到牧民们或三五结伴或独身一人
手提纤维袋，沿河流、公路“搜寻”垃圾的身
影，听到朴实民众对家乡生态保护的独到
见解。

牧民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他们心底早
已形成了一种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那就是：
人、山、水、草原、动物都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人们在依赖大自然
的同时更加敬畏大自然，致力于守护大自然。

“牧民骨子里带有深刻的环保意识，这为

我们推进生态保护工作营造了非常好的社会
氛围。”有着几十年牧区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河
南县生态环境局局长恩科介绍说，在由当地
各乡镇党委领导的生态保护协会里，自愿入
会的成员已逾800人，他们不计回报地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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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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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个“守绿者”早已成为全州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的楷模，他们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中华水塔”
的故事润泽了黄南的山川草原，激励了无数人
与他们一同奔赴。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黄南州的全
国人大代表夏吾卓玛在代表通道上讲述了

“牧鸟人”多杰的故事。一时间，这位黄南老
人数十年如一日守护家园的故事感动了全国
人民。

今年5月中旬，不期而至的一场大雪令泽
曲大地雪覆冰封，年逾古稀的多杰和往常一
样，巡护着他脚下的这片湿地。“金滩鸟岛”是
草原上的一片鸟类净土，每天多杰都会带上
干粮“环岛”巡护查看情况。久而久之，这里
的鸟儿们渐渐接纳了这个伙伴，熟悉多杰的
人则给他起了一个亲切又极具个性的外号

“牧鸟人”。
“鸟儿飞临的地方，就是草原上的福地，

也是我们牧民的福地。”多杰迈步走向草原湿
地，从他深邃的眸子里能看到云天、山水、湖
草、鸟兽。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在黄南
南部广袤牧野，尊重草原、守护草原是牧民们
千百年来的生存经验，也是他们心中坚定不
移的信念。而在其北部的黄河沿岸与隆务河
谷地，短短十几年间，人们肩挑背扛，将一处
处荒山沟壑徐徐化为绿洲，让家园重回“绿色
长廊”的臂弯。

正是有了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态观念
作为基石，黄南州打造山水黄南，建成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才如此有迹可循、水到
渠成。

生态经济欣欣向荣
新时代十多年来，黄南大地掀起了一场

农牧业产业升级发展的“绿色革命”，依托特
色资源，发展特色生态经济，富民强州的基础
得到进一步夯实，全州农牧业产业发展迸发
出无穷活力。

行走在黄南各市县，“菜篮子”工程、草原
有机畜牧业产业园区、特色农作物种植基地、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重大产业项目有的业
已落成，有的正如火如荼建设。这些年来，黄
南州高质量打造牦牛、藏羊、犏牛、生猪“四个
万头”高效养殖基地，有序推进“三个千头”牦
牛标准化养殖基地、2个千只藏羊标准化养殖
基地、1个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及1个产业

强镇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
黄南州南部的泽库、河南两县，高标准建

设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一方面筑巢引凤
引进企业，另一方面培育地方龙头企业，为黄
南州建设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下了坚实基
础。深入黄南南部草原，一个以生态畜牧业
专业合作社为依托，政府搭台、畜牧产业入驻
运营的模式正在形成。

目前，依托有机生产基地和园区建设的
“源头活水”，黄南州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标
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体系已基本建立，泽库
牦牛、泽库羊、雪多牦牛、欧拉羊、河曲马、同
仁黄果梨等品牌农畜产品走出“深闺”，走向
省内外市场。

2021年11月，有着“高鼻梁、大波浪、熊
猫眼”的“泽库羊”通过评审鉴定，正式入列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成为全国畜禽十
大优异种质资源之一；同期，河南县雪多牦牛
和欧拉羊等12个系列产品获得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证，成为获得中国有机
食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的产品。

好消息频传，省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企业
纷纷抛出橄榄枝，这让主产地的泽库、河南两
县信心倍增。

泽库县和日镇吉隆村是全国十大优异畜
禽遗传资源“泽库羊”主产地，在全县畜种保
护和良种畜繁育中占据重要一席，是该县“四
个千只”藏羊基地之一，目前存栏3600余只

“泽库羊”。
“生产有机畜产品讲究可不少，最基本的

就是有机认证的生产基地，从源头上保证了
我们的产品品质。”介绍起家乡的羊，泽库县
吉隆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理事长多杰吉布自
豪地“兜售”起了本村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
模式。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不仅要
创新发展模式、打牢基础，更要提升品牌影响
力，以此实现特色产品“从基地到餐桌”的全
产业链发展。在政府组织下，黄南州的企业
和合作社满载着丰富的农畜产品走出农村牧
区，走向省内外各大城市，通过各类商品展销
会、推介会，让更多人认识黄南、向往黄南、走
进黄南，全国各地的客商更加信赖“有机绿色
黄南”这张金名片。

如今，黄南州牦牛、藏羊、乳制品三大
产业颇具规模，有机绿色新产品不断研发，
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种植结
构逐步向粮经饲转变，“三个绿色产业基
地”稳步推进，特色农畜产品直销中心、直
销窗口遍布京津冀川等地，年营业收入超
亿元。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黄南州站在“国之
大者”的高度谋划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生
态保护优先为主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不动摇，正在走出一条地域特色突出、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富民强州之路。

守绿生金 大美画卷
黄南州着力打造山水黄南金名片掠影

挺拔峻朗的高山，苍翠茂盛的林莽，宽广丰美的草原，浩荡不息的大
河，和美宜居的乡村……初夏，走在黄南的广袤农村和牧场，目之所及皆
是新时代黄南儿女“守绿生金”的火热图景。

黄南州位于青海省南部，地处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区，黄河流经境内
257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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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
态”。新时代十多年来，黄南州各族干部群众铭记嘱托，不负使命，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全社会共识和行动，绿色发展按下“快进
键”，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如今，黄南州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和“三
个最大”重大要求，奋力打造山水黄南，以绿水青山铺底，绘就了一幅生态
向好、经济向上、生活幸福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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