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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美丽西宁遇见美丽西宁

329329公顷公顷，，西宁湿地西宁湿地““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马海龙马海龙 摄摄

西宁虽地处青藏高原，气候条件
差、植被种类少，但却因天空湛蓝、山
青水绿、空气质量优等亮眼的生态环
境要素，让西宁频频“出圈”……

扮靓生态底色，同样离不开湿地
的功劳。

作为省市着力打造的生态景观，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成为湟水河生
态指标持续向好的助力剂，更是西宁
的一处绝美景观，水清澈、湖无边、芦
摇曳、鸟飞翔……充满诗画情意。

现如今，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
总面积达到 508.7 公顷，湿地面积从
241.41公顷增长为329公顷，湿地率从
47.5%提高到64.67%。

城市里的湿地茁壮成长，不仅体
现了西宁积极响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聚力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长
期实践，更反映出了“生态文明高地上
的中心城市”题中之义。

◣◣因湟水河而生四季皆是景因湟水河而生四季皆是景

走进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这
里春季碧草连天，夏季水天一色，秋季
鸟声阵阵，冬季芦花曼舞，四季皆景、
景景不同，宛如镶嵌在城市之间的一
颗璀璨明珠……

沿着湟水河道，一处处湿地景观
把湟水河装扮成了一条绿色廊道。无
论从湟水桥上向东张望，还是从民和
桥上向西凝视，一处处湿地景观造就
出西宁人最普惠的生态幸福。

水涵养着湿地，而湿地净化水质，
两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湿地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强湿地保
护体系建设为根本，以湿地保护和功能

恢复为手段，强化湿地分级管理，完善
制度建设，健全监测体系，维持生物多
样性保护，有序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
增强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高湿地
公园科学管理水平，建成了海湖湿地、
宁湖湿地和北川湿地三大片区。

湿地公园 15 项生态服务价值从
2020年的6.18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
6.45亿元。已成为青藏高原融生态保
护、环境教育、自然体验、观光旅游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是一
张西宁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

这幅美好的生态和谐画卷或许在
多年前还只是期盼，但就在今天，在省
市的共同努力下，脑海中的愿景终于
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湿地湿地““朋友圈朋友圈””逐渐扩大逐渐扩大

在宁湖湿地片区，沿岸植被茂密，
湖水碧波荡漾，一对凤头鸊鷉带着幼
雏在水中觅食，一家人悠然自得。市
民在岸边散步休闲，呈现河与城、山与
水、人与湿地的和谐画面。

调查结果显示，湿地公园生物多
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目前分布的野生
种子植物有40科113属146种；野生脊
椎动物 187 种，特别是鸟类多达 152
种。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有3种，国
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有19种，省级保
护动物有12种。

湿地公园已成为候鸟迁徙地和栖
息地，大白鹭、斑头雁、鸬鹚、棕头鸥等

鸟类，每年都会如约而至，鸳鸯、罗纹
鸭、普通翠鸟、蓝翡翠等“异乡来客”，
也在其中安家落户。

鸟类的增加，表面看是西宁持之
以恒在湿地建设、保护、修复的结果，
往深里看，更在于西宁多年的管理制
度、保护举措发挥了作用。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宋秀华向记者介绍，西宁市
坚持“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
持续发展”的原则，实行最严格的湿地
资源保护管理制度，构建起组织有效、
协调有序、责任明确、监管严格、保护
有力的湿地资源管理体系，守住湿地
生态安全边界。

◣◣保护湿地是一场保护湿地是一场““立体战立体战””

为进一步加强西宁湟水河流域湿
地保护与恢复，增强该流域湿地资源
保护管理能力，西宁市牢牢抓住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策机
遇，于2022年实施了西宁市湟水湿地
生态修复与提升工程。

据悉，项目的实施对发挥湿地公
园防洪、调节气候、净化水质、生物多
样性保护有积极影响，能全面维护和
提升湿地流域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基本
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保证湿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目前，该项目已完
成鸟类生境岛建设、生态浮岛建设、栖
息地质量提升、湿地环境整治等部分
建设内容。

在这场保护湿地的“立体战”中，
西宁步履坚实——

今年以来，启动编制《青海西宁湟
水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不断健全
湿地资源保护制度体系；采取各项湿
地保护与恢复建设措施，构建湿地智
慧监测系统；持续推进“湟水湿地生态
修复提升工程”项目逐步向区县区域
延伸……

一处处湿地分布，休闲绿道串联
起生态公园、街头游园，形成了蓝绿交
织、清新明亮，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
中的独特特色，每位到访的市民游客，
都深深享受着这里如诗如画的生态之
美、生活之美。

（记者 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小言）8 月 14 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赴湟源县
调研丹噶尔古城保护开发运营工作，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下大力气、下真功夫推
进古城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努力重现古
城历史风貌，持续丰富新业态，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市领导张志杰、肖向东参加。

来到丹噶尔古城，石建平登上南城
墙，听取古城整体保护开发情况汇报，
随后进入一座座民居院落，他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问，详细了解院落修缮改
造、招商引资、业态经营等情况，并就
做好相关工作提出要求。来到城隍
庙，石建平在认真察看历史文化建筑修
缮情况后，他要求，以“保护为主、合理开
发”为原则，在做好历史遗存保护、做活
肌理修复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开
发，让保护与利用相得益彰，努力打造全
省著名、全国知名的旅游文化新地标。

座谈会上，在听取与会人员发言
后，石建平强调，做好古城保护开发运
营工作对推动湟源县文旅融合，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融入国际生态旅游中心
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研究，

找准定位，协同推进古城保护、旧城改
造、新城开发工作。要加快进度，强化
土地、资金要素保障，压茬推进项目建
设，把点状景观和文物古迹连点成线、
连线成片。要完善设施，创优环境，制
定出台业态管理办法和奖补政策，推动
特色民宿、酒店商铺快建快开，共同把
古城建设好、运营好。要文旅融合，做
优传统业态，培育新兴业态，优化产品
供给，提供多元服务，不断提高古城吸
引力。要加强推介，创新宣传方式，加
大宣传力度，持续举办好各类文体活
动，讲好古城故事，不断聚集人流、提升
人气，让古城更接地气、更有烟火气。

石建平调研丹噶尔古城保护开发运营工作时强调

做好保护利用大文章 实现古城更新与复兴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欣）8月14日晚，全省极端天气防范
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责任，
全面落实“叫应、叫醒”机制和现场会商机制，及时发布气象灾
害预警信息，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做好旅游景点等重
点地区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吴晓军通过省应急指挥视频调度系统，调度强降雨重点州
县防范应对工作，听取省气象局和省文化和旅游厅汇报，详细
了解防范和应对处置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新一轮强降雨
期，部分地区致灾风险较大，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
必须高度重视，提高警惕，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
严阵以待、严防死守。要把握好天气走势，坚决把各类风险研
判到位，把各项防范措施再具体、再细化，认真做好防汛应急、
抢险救灾等准备工作。要坚决把重点隐患排查整治到位，紧盯
户外工棚和施工现场、地质灾害点、河道、旅游景区、山洼地带
村庄和寺庙、夏季牧场等重点部位，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一旦发现险情迹象果断迅速转移群众。要全面做好灾害防
范，科学做好水库调蓄、加固、防范各项准备，确保运行安全；密
切监视短时强降雨过程，全力做好农田排涝散墒，维护畜牧业
生产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农牧业生产影响。

吴晓军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相关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强化预警
与应急响应联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形成齐
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最大限度减少因灾伤亡损失。

王林虎主持。

吴晓军在全省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全面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啸宇）世界最大规模新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全
面建成投运、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000万千瓦、已构建起完整
光伏制造产业链、“氢”装上阵绿氢产业发展加速度……近日，省
发展改革委发布了青海省清洁能源发展报告（2022），涵盖了清洁
能源发展综述、发展形势、常规水电及抽水蓄能、太阳能发电、风
力发电、天然气、新型储能、氢能、清洁能源等内容，帮助行业更好
认识和把握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脉络及规律，为政府规划决策、
专家深化研究、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参考，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
能源产业高地。

记者从该报告中了解到，青海省坚持源网荷储一体化发
展，加快建设重大清洁能源项目，第一批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项目全面开工，海南戈壁基地、海西柴达木沙漠基地纳入国
家规划布局方案，玛尔挡、羊曲水电站有序推进，首批760万千
瓦抽水蓄能项目核准，实现全省抽水蓄能项目核准零的突破。
西宁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项目建成投运，世界最大规模新
能源分布式调相机群全面建成投运，青豫直流最大运行功率达
到600万千瓦，“绿电5周”全清洁能源供电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目前，青海省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突破4000万千瓦，占比突
破91%。太阳能发电装机和占比再创新高，截至2022年底，青
海省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1842万千瓦，是省内第一大电
源。青海省已构建起“金属硅—多（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
池—电池组件”完整的光伏制造产业链。青海省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972万千瓦，成为继水电、太阳能之后的第三大发电量主
体。青海省贮藏有丰富的地热资源，资源种类齐全，水热型地
热、浅层地热能、干热岩三种类型均有发现。

经过近两年的培育，随着“氢”装上阵（海东）碳中和物联
产业园氢油电超级能源中心项目、华电德令哈3兆瓦光伏制
氢等项目的建设，青海省绿氢产业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青海加快建设重大清洁能源项目

本报讯（记者 小蕊）近日，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与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以下简称“审协四川中
心”）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青川知识产权交流
合作新篇章，为两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协议明确双方将在高价值专利培育、重点优势产业专利
导航和风险预警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知识产权服务
能力提升等方面深化知识产权多维合作，旨在充分发挥双方
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培育一批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强化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大保护”联动格局，培养
一批优秀知识产权人才，大幅提升知识产权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度，为青海省产业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下一步，省知识产权局与审协四川中心将持续完善两地
跨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不断拓宽合作内容，深化知识产权
资源共享和区域互动，推动两省知识产权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川青签署协议深化知识产权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