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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人与野生动物的故事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纪录片里呈
现的只是一个缩影。”多年来，纪录片《我住江之头》的导演之一、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见证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试点到设
立的全过程，更是在青海启动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带领更多农
牧民用镜头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

玉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更是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
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摄影家们前来“大饱眼
福”。与此同时，当地的摄影队伍也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转变，三江源头的故事正通过摄影人的镜头不断放大且生动。

“现在有时候每周能碰到三四次雪豹。”公尕日是三江源国家
公园大自然摄影队的队员之一，日常巡山时喜欢用镜头记录三江
源国家公园的生灵万物。去年7月，他在玉树州曲麻莱县巴干乡
巡山时发现了一只正在休憩的雪豹并及时拍照记录。

大自然摄影队由曲麻莱县各乡镇农牧民组成，80余名成员中
有一半农牧民是生态管护员，他们肩负着生态保护重大责任的同
时也用镜头记录下三江源的千姿百态，香鼬、白唇鹿、藏羚羊、猞
猁等多种野生动物时常出现在摄影队成员们的镜头里，讲述着国
家公园里的灵动故事。

雪豹、金钱豹等旗舰物种在玉树同框出现；野生欧亚水獭在玉
树市扎曲河畔“嬉戏打闹”……近年来，玉树频频因为或萌态十足
或野性满满的野生动物“出圈”，这恰好是生态环境向好的见证。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近年来，玉树把“生态立州、
绿色崛起”贯穿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
创新取得新突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与此同时，
高标准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印发《玉树州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若
干措施》，深入推进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等，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日益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美好现实。

据悉，目前，玉树州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黑颈鹤增加到
200 多只、斑头雁增加到 10000 多只；可可西里藏羚羊增加到
70000多只、野牦牛恢复到5000多头、藏野驴恢复到8000多头；玉
树境内雪豹增长到1000只左右。 （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
部）3 月 21 日，玉树州委召开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两会
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有关文件、
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
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全州上下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与
全国两会精神统筹起来，与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重大要求

结合起来，与省委书记陈刚来玉树调
研时的讲话精神和州委年度目标任
务结合起来，进一步细化贯彻落实措
施，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推动全州学
习宣传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要
深刻认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不折
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积极稳妥推动各
项改革落实落地。

会议结合实际，安排部署近期重
点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州委集中统

一领导，确保州委十四届五次全体会
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出成果、出成效；紧
紧围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前谋划全州大兴调
查研究各项工作；在生态畜牧业、文化
旅游业两个“着力点”上齐发力、求突
破，带动玉树产业整体发展；全面做好
各类项目开复工准备工作，确保项目
工作“开门稳”“开门红”；认真学习贯
彻中央和省委、州委1号文件精神，明
确年度重点任务和要求，全力抓好工
作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小王）近日，省文联与玉树州人民政府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青海美术馆举行。此次签约是助推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的具体实践。

双方从协商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打造特色品牌、合力推动文艺
创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培养文艺人才、协同开展艺术交流、
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等七个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对于共促玉树州文
艺事业繁荣发展，共促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省文联与玉树州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掀
开了崭新一页，省文联将打好精准对接“主动仗”，进一步逐项理
清思路，积极畅通沟通渠道，做到信息通畅、反应灵敏、推进及时，
为抓好落实夯实基础，按下项目推进“快进键”，以“时不我待”的
精神，逐项确定责任人、制定任务书、拿出计划表，力争2023年各
项合作项目按期开花结果，营造促进合作“强磁场”，抢抓机遇、乘
势而上，在吸引全国优秀文艺力量进入玉树的过程中，加大宣传
力度、加强服务保障，共同提升玉树影响力和美誉度。

此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必将为高质量推进玉树文
化、文艺、文旅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也会为“树好三个形象、打造好
六个区”的战略发展目标注入文化活力，在双方真诚合作、共同努
力下，玉树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必将硕果累累，凝练出文旅发展
的青海经验。

本报讯（特约记者 包利英）三月
的玉树大地春潮涌动，万物萌生。全
州各地期盼已久的玉树州生态农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州委农村牧区
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这是加快推进玉
树州生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
盛会，也是为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主供区建设立柱架梁、夯
基垒台的谋划部署会。

生态农牧业是玉树州农牧民群
众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
稳固脱贫攻坚成绩，实现乡村振兴、
决胜全面小康的最重要抓手。

回首过去十年的风雨路，玉树州

始终坚持“生态立州、绿色崛起”理
念，统筹把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紧紧围绕“农牧民富、农牧
业丰、农牧区稳”三大任务，牢牢抓住
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主供区机遇，瞄准“高端”“高品”做文
章，围绕“绿色”“有机”下功夫，积极
应对风险挑战，砥砺奋进，生态农牧
业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
势，玉树州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主供区。

这十年，从怕雪到盼雪，靠天的
被动局面被打破；这十年，从弱小
到强大，合作的共赢路子被认同；
这十年，从无名到知名，牦牛的特
色品牌显实力；这十年，良种的繁
育推广有标准；这十年，绿色的认
证工作见实效；这十年，农业的春
耕秋收现代化……此次玉树州生态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州委农村
牧区工作会议的召开，必将动员和激
励全州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以新的面貌、新的形象
和新的作为，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主供区，让玉树的资源禀
赋优势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
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民
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写在了
自己的旗帜上。”索昂久美在当选为
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牧业村党支部
书记后参加州级示范培训班，从“特
色党课”中收获满满。

“我们的党课讲党的历史，不仅
要讲给党员听，也要讲给群众听！”玉
树州委党校高级讲师讲完党课后，老
百姓围着老师热烈讨论，意犹未尽。

近年来，玉树州将丰富形式、拓
展载体、增强实效作为推动党员经常
性教育落实落地的重要手段，通过开

展“特色党课”活动，深入挖掘本地红
色资源、特色资源，引导推动党员群
众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血脉，赓
续红色基因，通过不断优化党课内
容、丰富党课形式、创新党课载体，探
索加强和改进党课教育的新路径，着
力提升党员经常性教育质量。

按照“小切口、大格局、易传播”
的思路和要求，玉树州坚持从思想
教育入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
玉树红色资源凸显玉树特色，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兼顾专业性和趣
味性，将新玉树发展的宏大主题和

个人奋斗的亲身经历相结合，深刻
领悟新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实践逻
辑，汲取精神力量，增强前进勇气。
用生命守护环保初心的杰桑·索南
达杰、不计个人得失默默奉献的韩
慧瑛、“用一辈子践行入党誓词”的
老党员昂嘎、“身患重病不忘本职工
作”的公安英模王成元……这些身
边的优秀模范，他们典型、生动、真实
的故事，通过深入浅出的语言，采取
讲座式、访谈式、情景式等形式，使党
课更具生动性、可视性和传播力，有
效激发了全州党员干部勇立潮头、敢
于担当、奋发有为的内生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为推动杂多县国际旅游生态
目的地建设，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学术支撑，以民族
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省内外各专家学者就“唐蕃古道—玉树杂多段
保护利用”为主题展开探讨，绘就生态古道国际旅游新路线。

杂多境内唐蕃古道的旅游路线史学界、考古界经过调查给出
两条线路，重合的部分是玉树上拉秀乡至杂多食宿站，以古道为
线、串联沿线附近的重要性遗存，选择性重要文物遗迹，打造一流
国际旅游路线。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肖永明表示，以唐蕃古道为
主、茶马古道内容适度缩减，以杂多境内的古道内容考证为主，紧
扣主题讲好杂多境内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三交”史，突出杂多县域
文化特色。同时，加强与相邻区域的唐蕃古代文化线路和线路上
的文化遗存的对接，做好唐蕃古道整体线路的文化旅游开发，发
挥整体规模效应。建设和完善能够反映本县域历史、民俗、生态
资源特色的综合性博物馆，提炼具有区域特色文化元素，在文物
资源与自然生态的融合开发上做文章，把文化蕴含在生态资源
中，做好人与动、植物生态的和谐共生共赏。提炼具有县域特色
民俗、民间工艺文化，选择旅游旺季展开具有县域特色的文化活
动，如赛马会、赛歌会、射箭等活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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