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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桑周坚赞）6月27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文化保护研究玉树基
地揭牌仪式在玉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协
会举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
湘国致辞，并与玉树州委副书记、宣传部
部长才旦周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文化保护
研究玉树基地”揭牌。

王湘国在致辞中对基地揭牌表示祝
贺，希望基地进一步加强创新研究，努力
把基地打造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文化保护
科研攻关的“桥头堡”、人才培养的“聚宝
盆”、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为打造青藏
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青藏高原
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注
入新动能，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文化保
护研究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更多
的社会力量能够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参与到三江源国
家公园生态文化保护利用事业之中，共
同激发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讲好三江源
国家公园生态文化故事，传播生态文明
建设中国经验，向世人展现出生命、美
丽、安澜、魅力、惠民、开放、和谐的三江
源国家公园形象。

据了解，基地的成立，对进一步推动

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弘扬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做好三江
源国家公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现三江源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实
践。近年来，玉树州委、州政府和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同心协力，共建共享共
促园区文化发展，玉树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协会在三江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认定、保护和传承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

6月9日清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
城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我们收拾好行囊准
备出发，前往索加乡牙曲村。我们的目的
很明确，就是去寻找雪山之王——雪豹。

此次进山，我们的向导是索加乡人武
部部长西然生格，乡上的干部都说西然部
长运气好，他带着我们去一定能拍摄到雪
豹的踪影。

“2021 年 9 月的一个周末，我带着家
人随便下去转，进入雪豹沟后在河滩看
见了三只雪豹。雪豹看到我们一家人也
没跑，慢悠悠地沿着河道转悠。”西然部
长说，乡上的干部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说
运气好。

遇见雪豹固然需要好运气，但前提条
件是当地良好的生态系统，使得雪豹能够
在此繁衍生息。很多乡村干部的手机相
册里，或多或少都有野生动物的照片视
频，尤其是雪豹。

岩羊是雪豹的主食，雪豹偶尔也会猎
捕旱獭换换口味。曲热沟的生态系统完
全符合雪豹栖息的环境，灰褐色的石山为
雪豹提供保护色，沟内的牙曲河则为雪豹

提供水源。
在曲热沟内来回穿梭寻找雪豹，能找

到的几率太小。因此，我们决定在一处岩
石下蹲守。快到中午时，雪停了，山上的
积雪慢慢融化了，岩羊开始出来觅食，还
是没有发现雪豹。

“西然部长，雪豹除了在这里出没，还
有没有其他的栖息环境？”

“莫曲村有个白毛沟，里面的地貌环
境几乎和热曲沟一样，也有雪豹的身影。
不行我们去那边再最后碰碰运气。”

听了西然部长的话，我们异常兴
奋，随即向白毛沟出发。驶出曲热沟，
翻越一座垭口，一个小时后，我们便到
了白毛沟入口处，远远望去，白毛沟几
乎与热曲沟一样，两边是灰褐色的石
山，山谷是流淌的小河，只不过这里的
河流是莫曲河。

我们要在晚上赶回治多县城，时间
不允许我们在一个固定点蹲守，所以我
们选择了向沟内缓慢挪动，寄希望于雪
豹能下山饮水。汽车行驶得很慢，我们
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山与河畔，偶尔也会

停车观望一会儿，看到最多的依然是成
群的岩羊，岩羊是群居动物，号称是动物
界的“攀岩大师”，能在近乎垂直的崖壁
上行走跳跃。它们有的在啃食牧草，有
的在陡峭的岩石上跳跃嬉戏，让人看得
心惊胆战。

山间小路只够一辆车通行，我们在
行驶到一段平坦的路面时，看到路面中
间有一只藏狐正在小憩，见到车辆的那
一刻，藏狐朝着石崖上跑去，奈何它是只
小短腿，跳上石崖后又摔到了路面上。
我们停车观察着那只蠢萌的藏狐，摔下
来后又跑下路面，在河边打量一番后，还
是没有蹚河，迈着小步，沿着河岸，缓缓
向前跑着，我们的车辆也缓缓跟在后面
观察着。

在小藏狐轻蔑凝视下，我们继续去寻
找雪豹，然而并没有收获，直到天黑，视线
变得模糊，我们不情愿地离开了白毛沟。

这次虽然没有找到雪豹的踪影，但是
我们看到了其他野生动物，岩羊、狼、藏
狐、藏野驴、白唇鹿……也算不虚此行。

（特约记者 张多钧 程宦宁）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莹）近日，玉树
州召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会议暨州
级联席会议，贯彻落实省全面推行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厅际联席会
议精神，通报去年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
况，研究河湖长制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下
一阶段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玉树是三江之源，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是玉树的价值、责任、潜力
所在。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履行“中华水

塔”守护人第一责任，坚决把管水的责任
扛起来、护水的使命担起来、治水的任务
抓起来，做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因地制
宜、系统治理，一体推进落实，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治理成效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会议要求，要把争取国家督查激励事
项作为全面推进河湖长制落实的总体目
标和重点任务，站在统筹推进玉树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高

度，谋划推动水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
要进一步开拓思路，在充分学习借鉴省内
外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谋划、合理布
局具体实现路径，尽快制定一整套护水、
管水、治水、用水政策举措，一体推动水资
源利用、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保护。要进
一步细化保障措施，加大人员、资金、项目
统筹整合力度，定期会商调度，定期督查
督办，力争办成几件群众满意、社会认可
的水利方面的实事大事。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宣）宁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
炸事故发生后，玉树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安全防范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防范工作
形势的严峻性和艰巨性，以“四个始终坚持”为抓手，
在全州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领域专项检查，超前研
判、及早应对，聚焦问题、补齐短板，确保全州各项安
全防范工作高效有序。

始终坚持高位推动。玉树州安委会第一时间要
求对全州燃气使用、储存场所、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站、储气站、加气站以及使用各类燃气的各类场所进
行全面检查。

始终坚持高频调度。高频开展安全调度工作，
共电话抽查各市县16次，视频调度市县6次，各市县
抽查调度各乡镇（街道）179次。

始终坚持高效督导。先后组织专项工作组，以
“四不两直”方式深入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督导检查燃气安全等工作，听取燃气安全排查整治
专项汇报，现场分析研判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科学
的应急处置措施。

始终坚持高标检查。玉树州直部门和六市县第
一时间成立专项检查组，针对燃气安全领域和涉旅
场所消防安全开展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坚持严管重罚、顶格处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落实
一改到底措施、强化全过程督导，做到各类安全底数
清，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控制、早消除。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宣）为检验玉树粮食应急预
案的实际操作能力，进一步熟悉和掌握粮食应急响
应的职责分工、工作程序和内容，完善粮食应急机
制，近日，玉树州举行2023年粮食系统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的主要内容为应急预案启动、应急预
案实施和应急预案终止，演练设计两个现场。第一
现场在州政府召开玉树藏族自治州粮食应急指挥部
紧急会议，主要演练应急预案启动过程；第二现场在
储存粮库区，主要演练应急预案实施中的粮食出库，
应急运输供应的组织实施。

演练通过会议现场指挥的方式开展，模拟全州
连续遭受强降雨袭击，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的特大
暴雨，引发百年一遇的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公路路段
被洪水冲垮，一些商场、超市粮油货源短缺，企业库
存原粮不足，少数不法经营者囤积居奇，短期内粮食
供应形势严峻，群众恐慌心理突出，出现排队抢购大
米、面粉现象。

灾害发生后，玉树藏族自治州粮食应急指挥部
紧急召开会议，州粮食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办
公室主任、州粮食局负责同志通报当前粮情并提出
相关的应对措施。随即，启动粮食供应二级应急响
应预案，立即向各市县（区）粮食应急指挥部发出关
于启动粮食应急预案二级紧急状态响应的紧急通
知。发改委立即向州政府请示，对粮油价格实行临
时价格干预措施，对全州的粮油加工、批发企业实行
利润率控制，对出库的储备粮按库存成本价结算。
州委宣传部协调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和网
管部门对粮食供求情况及政府采取的措施进行客观
报道，正确引导舆论，消除群众疑虑。州政府办配合
州粮食应急指挥部召开相关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加强舆论引导。州应急管理局、卫健委、
财政局、公安局、交通局、工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体旅游广电局、农发行玉树州分行等结合各自职
能启动响应。

最终，顺利完成了演练各项任务，有效检验了玉
树州粮食安全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对突发事件
的分析评估、应急处置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粮食应
急、市场保供的应急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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