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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10大典型案例
去茶卡盐湖，看“中国

的天空之镜”如何将天地
倒置；

去贵德，看“天下黄河
贵德清”，邂逅清清黄河和
绚烂丹霞；

去海南州，看蔓延到
天际线的光伏板如何源源
不断地输送最清洁的新能
源；

去“鱼鸟天堂藏城刚
察”，看鱼鸟共生的和谐场
景，聆听人、鱼、鸟共生的
和谐之音；

去独一无二的三江源
国家公园，经历一次刻骨
铭心的生态体验，感受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
卷。

青海作为三江之源、
中华水塔，不仅有着最
“美”的绿色颜值，更有着
最“大”的生态价值。如今
在青海，生态经济反哺社
会发展，正一点点滋润着
人民群众的小康生活，实
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

在 第三届中国（青
海）国际生态博览会上，通
过展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的10个典型案例，全
面宣传青海推进生态产业
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成果。
具体有哪些典型案例？它
们是怎么做的？又取得了
哪些成果？晚报带您一探
究竟。

乌兰县茶卡镇位于乌兰县东端75公里，是历史上商贾游客
进疆入藏必经之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素有“盆地第一
镇”“青藏高原第一驿站”之称。近年来，茶卡镇通过生态旅游
引领全面发展，打造了全国闻名遐迩的盐湖类旅游景区——茶
卡盐湖景区。2019年茶卡盐湖景区被评为“青海省文化旅游产
业示范基地”，被列入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备选名单，培育

“茶卡贡羊”品牌，将莫河骆驼场与农业产业化有效融合。
经验做法：加强茶卡盐湖生态保护力度，推动“生态+工业旅

游”新模式；加强畜牧业种质资源保护，培育“茶卡贡羊”品牌竞争
力；守好莫河骆驼场红色根脉，实现农村产业多效融合发展。

成果成效：茶卡镇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生态旅游、生态畜牧
业、乡村振兴全过程，实现了单一盐湖工业向绿色生态旅游业转
型。2021年累计接待游客301.6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02亿
元，注重品牌效应，壮大绿色畜牧业，2020年“茶卡贡羊”获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年产值达1.12亿元。莫河骆驼场依托资源
优势，发展柴达木双峰驼、福牛等特色优势产品，延伸发展驼奶、
驼绒等相关产业，逐步形成了“产＋销”全链条畜产品发展业态。

我省积极探索以光伏产业带动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为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青海贡献。

黄河公司始终致力于清洁能源开发，开展光伏电站生态
环境研究，以光伏产业带动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探寻和研究
如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维护高原生态基本功能和健康开
发。

经验做法：积极探索“光伏+生态治理”新模式，实现了大
型并网光伏电站建设与生态治理工程双向推进、相互贯通；
积极探索“光伏+生态畜牧”新模式，探索将光伏产业发展与
生态畜牧业开发相结合，培育了独树一帜的“光伏羊”“光伏
牛”品牌。

成果成效：在发展光伏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凸显。黄河公司海南分公司光伏电站年发电量
86.96亿千瓦时，可替代标煤 28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866.95万
吨。天然草原植被恢复63.85平方公里，可固碳6.385万吨。

贵德县位于青海省东部，隶属于海南藏族自治州，黄河流
经县内 76.8公里，素有“天下黄河贵德清”“高原小江南”“梨都
之乡”和西宁市“后花园”之美誉，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形成了“两
山”转化的“贵德经验”。

经验做法：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管控，守护黄河健康安澜；突
出高原绿色产业发展，推进生态惠民富民；注重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成果成效：以打造“水—草—鱼—鸟—人”共生系统为主
线，大力推进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 芦花湾水生
态公园建设、千姿湖生态恢复治理成效显著。以打造贵德国家
地质公园为依托，推动全域旅游发展。高标准建成高原美丽乡
村，2018年贵德高原生态旅游区被评为“中国黄河50景”之一，
2020年旅游综合接待人数40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7.73亿
元。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九曲黄河第一弯，是“青海省南大
门”和三江源头的生态屏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四大无
公害超净区”之一。该县依托66.2 万公顷天然草场打造的雪多
牦牛、欧拉羊、河曲马三大畜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名录库和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全面打响“天赐蒙旗·全域
有机”产业区域品牌。

经验做法：以无公害超净区为引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
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做优做精水文章；以“园区+企业+合作社+
牧户”为模式，畅通产销渠道。

成果成效：利用天然草原生态优势和牲畜品种优势，积极
推进生态有机畜牧业发展，打造出“三江牧场”“青清海”“阿米
雪”“瀞度水”等一批叫得响的绿色有机产品品牌，取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先后被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国家
草原公园建设试点县，全面打响“天赐蒙旗·全域有机”品牌。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被公认为世界“四大超净区”之
一，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为发展藜麦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特别是柴达木盆地的气候、地理、土壤条件，几乎复制了
藜麦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高地的生长、种植环境，是藜麦在青
藏高原最佳适宜种植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被授予“中国
藜麦之乡”，近年来在藜麦种植中获得良好收益。

经验做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藜麦产业发展；培育藜
麦良种繁育体系；编制藜麦国家行业标准。

成果成效：藜麦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效益稳步提升，全省种
植规模已超过3万亩，排全国第三位；亩产最高达到450公斤以
上，高于原产地和国内其他地区；亩产值逾3000元，是小麦、油
菜等本土作物的3倍以上；加工龙头企业不断涌现，年加工能力
达到 6000吨，占藜麦总产量的 75%以上，产品远销东南亚、中
东、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构建了从田间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全
产业链条。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是湄公河源澜沧江的发源地和长
江南源当曲河的发源地，境内动植物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
佳的雪豹观赏地”“中国雪豹之乡”“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杂
多县昂赛大峡谷是国内外众多高端自然体验式漂流、科考研学
旅行和高原徒步旅游的目的地。

经验做法：借助专业力量，建立合作机制；对标国际水准，
探索科学漂流；探索特许经营，开展雪豹观察。

成果成效：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与漂流中国紧
密结缘，签订长期合作意向备忘录，通过技术支持，强化专业
培训，探索开展昂赛大峡谷漂流活动。截至目前，漂流中国
和澜沧江源漂流有限公司联合开展 30 余次漂流活动，让更
多的国内外访客体验了中国国家公园自然生态漂流活动，在
漂流中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荒野之美、震撼之美。通过开
展雪豹观察特许经营项目，优化特许经营利益分配机制，截
至 2020 年，接待国内外生态体验团队 132 个，体验访客 408
人次。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南部，是亚洲乃至世界孕育大江大
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全州总面积占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67%，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种、二级保护
动物11种。近年来，果洛州积极推进生态保护建设，把牧民从草原
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获益者，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验做法：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相互结合、相互
促进的生态绿色发展新路径；全面实施“转人、减畜、增收”工
程，把牧民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获益者；深入推进
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工程，推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果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修复草原面积 4145.19万亩，
生态环境得到治理恢复，三江源核心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
升，生态服务功能不断巩固。数万牧民搬离三江源核心区迁入
生态移民村，累计发放生态补偿资金50多亿元，核减超载牲畜
50余万头（只）。1万余名牧民成了生态管护员、吃上了“生态
饭”，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牧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生态畜牧业转变。

班彦新村是互助土族自治县十六个生态搬迁村之一，村民
原散居在大山深处，2016年实现生态搬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
下，班彦村挖掘优质资源，做好乡村经济产业文章，加大“班彦”
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使多个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重点贫困村变成生态搬迁样板村，列入第三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之列，2020年班彦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经验做法：易地扶贫搬迁与整村推进发展生产生活相结
合；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和促进就业相结合；促进乡
村空间利用与乡村清洁能源利用相结合。

成果成效：班彦新村积极探索美好生活的新道路，红色研
学、光伏产业、盘绣园、八眉猪养殖、酩馏酒酿造、节地型日光
节能温室旅游产业等将近 10项产业，班彦村已经由昔日的贫
困山村，成为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农村。班彦村人均纯收入
达到 12300元，比易地搬迁前翻了 4倍多，村集体经济达到 145
万元。

西宁北川河湿地公园位于青海省西宁城北区，是西宁
市面积最大的湿地公园，总面积约 173.5 公顷，由北至南
分为怀古园神话篇、养生篇、怀古园史诗篇、河湟园、夏都
园五个景观区。整个景区水域面积约为 95 公顷，绿化面
积约为 60 公顷，湖光水色和绿意盎然相互映衬，凸显了

“高原水城、夏都花园、文化走廊”的特色，其水景和绿景
令人惊艳。

经验做法：从单一治污向综合治理的理念转变，统筹谋划、
高位推动；聚焦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实
行河湖长制治理模式，建立长效机制。

成果成效：通过北川河湿地公园建设，重现了“流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自然风貌，高标准规划建设了集生态保
护、休闲绿地、文化展示、旅游景观、自然生态环境恢复功
能为一体的“高原水城、夏都花园、文化走廊、生态宜居城
区”，成为城市特色滨水休闲区、城北片区活力中心，进一
步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提高了城
市品位。

近年来，刚察县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理念，围绕“鱼（青海湖湟
鱼）、鸟（青海湖候鸟）、羚（普氏原羚）、山（年钦夏格日山）、海（青
海湖）”和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人文资源，科学规划生态旅游空间，
实施生态旅游发展新战略新路径，优化全域生态旅游环境，努力
实现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和谐共赢，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拓展全民参与生态旅游空间，全力打造生态旅游新格局。

经验做法：强化机制创新，提升全域旅游保障水平；提高景
区品质，加强全域旅游支撑能力；深化产业融合，拓展文旅融合
产品内涵；强化宣传营销，打造全域旅游品牌建设。

成果成效：刚察县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多措并举打好河湖
管理保护攻坚战，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县域主要河流监
测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Ⅱ类。深入开展河道治理，畅通湟
鱼洄游“最后一公里”，保障了裸鲤种群的繁衍壮大。全力打造
环湖北岸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深入挖掘“鱼鸟羚”“山
海泉”“绿草源”“诗歌情”等特色资源，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档升级，游客旅游体验感明显提升。2022年，接待旅游
人数65.2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3亿元。

本报记者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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