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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近日，由全国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指导、新华网主办、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发展规划院承办的“双
百”古树推选宣传活动进行结果公示，经过
地方推荐、推选办初审、公众投票、专家评
审，推选出 100 株最美古树、100 个最美古
树群。其中，德令哈古柏群入选全国“100
个最美古树群”。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德令哈古柏群约
有祁连圆柏20000株，冠圆满度良好，干形
奇特优美，平均树龄 800 年，平均树高 6.8
米，平均冠幅4米，平均胸径0.278米，占地
面积达100公顷。

据介绍，祁连圆柏常生于海拔2600米
至 4000 米地带的阳坡、半阳坡或半阴坡，
耐高寒、干旱、耐热，极耐贫瘠、不耐阴湿积
水，对土壤要求不严。同时，古柏园生态系
统在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方面都有一定
的价值，其在柴达木干旱的山峦丘壑，虽历
尽沧桑，但始终蓊郁苍翠，葱茏欲滴，枝繁
叶茂，生机盎然。

德令哈古柏群是目前德令哈市柏树树
龄最长的区域，近年来，该市林业和草原局
压实古柏保护责任，建立了巡护、监管员组
织体系，扎实做好古柏“防火、防病虫害、防
雷击、防大风、防地灾、防人为破坏”六防工
作，目前园内古柏均生长良好。

时值秋日，小麦日渐泛黄，结穗的颗粒
越发饱满。

记者走进德令哈市河东街道东南面的
红光村，村外的井字格田四方四正，村里的
面貌焕然一新。

这座毗邻市区的村子规划整齐，功能分
明，共由两部分组成，南侧是村里为发展乡
村旅游而打造的“田园综合体”，北侧白墙黛
瓦的楼房则是村民的居住区。

来到整洁靓丽的居民区，只见一排排五
层小楼错落有致，一条条硬化路四通八达，
幼儿园、卫生诊所、商店、健身器材样样齐
全。67 岁的赵万珊就住在北面的光明小
区。2013年，赵万珊和红光村260户村民一
起搬进新村，住进了新房。他感慨地说：“过
去都是砖瓦房，现在家家户户住上了干净整
洁的楼房，真是高兴啊！”

受益于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红光村

村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
过去的“脏乱差”转变为了今天的“高大
上”。“几年前，我们还在为村集体经济如何
破零而发愁，转眼间，村里的收入已破百万
元，收入翻了番。”村党支部书记刘四军告诉
记者：“现在，村里发展的几个产业中旅游产
业占了大头。”

顺着色彩鲜明的彩虹步道向里走去，红
光村的田园综合体便坐落于不远处。红光
村搬迁后，旧村土地闲置，村里将之充分利
用，打造田园综合体，盘活村集体经济发展。

走进集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这里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文化、丰富
的农家餐饮娱乐体验，还有结合时下流行
网红元素的烧烤营地、游乐场以及野营基
地……一条美丽的彩虹步道，串联起综合体
内各类乡村旅游项目，也串联起红光村乡村
振兴的芬芳路径。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红光村依托城中村区位优势打
造的田园综合体仅仅是以产业发展促乡村
振兴的缩影。“眼下，天气已经转凉，来游玩
的人慢慢少了。”刘四军说：“我们打算把村
里的面粉加工厂开起来，让村里的产业全年
不断链。预计到年底，村里的产业收入能达
到200万元。” （特约记者 张富英）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记者从日前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于10月1日起实施。
据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生态旅

游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经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经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

《条例》的制定有利于从体制机制上解决
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海
西生态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与保护、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产
品体系更加丰富、服务水平更加优质、管
理运营更加科学，推动海西州生态旅游高
质量发展。

《条例》分为七个章节，四十五条，是贯
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的生动体现。《条例》充分体现了“四

地”建设的要求，针对海西景区（点）点多面
广线长、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厚重
的特点，聚焦推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
机融合，完善了对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资
源的保护、挖掘、传承、推广体系以及在旅
游线路、交通、食宿、气象等方面的服务保
障体系，为海西州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确
定了方向和路径，必将为海西融入青海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法治保障。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这是给很多初
到格尔木的人留下的城市印象。

尽管地处柴达木腹地，但海西州格尔木
市仍以独特的魅力诠释着对“生态兴则文明
兴”的理解和践行——大力推进湿地生态修
复，全方位开展湿地保护，让湿地成为格尔木
最灵动的生态底色、最具特色的诗意空间。

初秋，漫步在位于格尔木市新区的生态
公园，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青草味道，抬眼
望去，蓝天白云成片，河流蜿蜒流淌，河道上
的木栈道婉转迂回，河道两侧的金色花海，
随风摇曳，花丛间，蜜蜂翩翩起舞，一时间，
让人恍若置身于南国水乡。

这片占地165万平方米的新区湿地水涵
养和保护工程是格尔木市最大的开放式湿
地公园。公园将河道、人工湖、湿地相整合，
形成完整的景观生态空间体系，公园内湿地
的恢复、治理和保护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改善和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生活品位的重大
生态工程，是供公众游览、观赏、休憩、开展
科学文化教育及锻炼身体的重要场所。

城市因水而美，因水而兴。格尔木市坚
决扛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以碧
水保卫战为抓手，构建生态屏障，不断提升
水质监测预警能力，强化断面水质分析研判
和管控措施。

数据显示，格尔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连续5年基本达到Ⅲ类标准；纳赤台、
总厂水闸、白云桥、小桥等四个国控断面水
质基本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
质。

“水质及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这里栖
息的野生鸟类越来越多。大概再有一个多
月，就能看见湿地公园不可多见的野鸭、天
鹅等共同嬉戏的画面。”市民马志锐是一名
摄影爱好者，他告诉记者，这些年当地的野
生动物已成为他主要的拍摄对象，“看着美
丽的鸟儿翩翩起舞、引吭高歌，就能深切地
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除了水鸟，这两年新区还搬来了新住
客。”从马志锐口中得知，“新住客”就是高原
常见的野生赤狐，原本聚居在草原戈壁深
处，现如今周边生态环境好了，这些新邻居
便搬了进来。

近年来，格尔木湿地保护工作深入推
进，已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
与”的保护合力。在社会机构和志愿者共
同助力下，格尔木市生物多样性持续向
好。

作为全市面积较大的集中绿化区，整个
新区湿地公园就像是格尔木的“城市绿肺”，
一呼一吸之间为市民营造了惬意生活的美
好空间。云杉、榆树、旱柳、垂柳、新疆杨、河
北杨、山杏、沙枣等十多个树种耸立其间，护

卫着这座城市镌刻下的绿色印记。
“如何让湿地元素长期融入市民生活？”

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格尔
木利用自身资源禀赋，改造出一批小微湿
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湿地之美。

小微湿地广泛分布于城乡之中，分布于
老百姓身边，通过对它们的改造，就能让城
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听取蛙声一片，看到平时
不常见的植物、花卉、鱼类和鸟类，这是生物
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美体现。

戈壁深处，山水之间，充满活力的格尔
木正踔厉奋发、追青逐绿，积极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努
力谱写人与自然的和谐篇章。

（特约记者 马振东 陈赟业）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当前，正值柴
达木盆地秋收关键时期，为进一步加快秋
收进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海西州通过加
强防灾减灾、安全监管、服务保障等举措，
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截至目前，全州已收
获 粮 食 作 物 0.83 万 公 顷 ，占 总 面 积 的
27.28%；收获油菜0.08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19.89%。

农牧、气象等部门持续关注天气变化，
指导农牧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提早做好防灾
减灾准备，分区分类抓好田间管理，加强肥
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农牧
业重大灾情信息日报、24小时值班值守等
制度，保证防灾减灾工作信息畅通。

相关部门坚持“输堵结合”，开展秋收
农忙季节农村道路安全综合整治，建立安
全生产包联责任制度，加大农机作业、粮食
储运、晾晒储存等环节监管力度。农牧联
合交通等部门，加大对违规农机操作、超载
运输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宣传落实安全生
产措施，引导群众提高机械化使用率和安
全意识，确保安全监管不留死角。

同时，做好农机需求摸底，保障农机供
给，目前，全州跨区调入收割机 170 余台，
满足当前秋收需求。另外，结合科技支农

“十大行动”，开展全时全季科技支农服务，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
提供田间管理、农机检修、高质量收储等全
方位技术服务，协调解决农户在秋收期间
的困难和问题，为秋收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湿地保护勾勒格尔木城市诗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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