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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6月4日电（记者黄豁 江毅 史卫燕 李
琳海）眼前的青海湖广阔无垠，湖面宛如绸带般绵延不
绝，与远方的雪山相接，融入天际，成就了一幅如诗如画
的美景。

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总面积70多万平方
公里的青海省因其而得名。受气候变化、人为因素影响，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一度呈恶化趋势：水位持续下降，土
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在青海考察
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当地党政负责同志，青海在
生态文明方面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分量很重。要把青
海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

如今的青海湖，正在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谱写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新篇章。水质优良率达
100%，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 60%，湿地保护率达 69%，

“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趋于平衡……记者近
日沿湖采访，与湛蓝的水、飞翔的鸟、洄游的鱼、牧民的笑
脸撞个满怀。“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碧波荡漾，重焕光彩。

大湖澄澈大湖澄澈

夏日的青海湖仙女湾满眼澄碧，不时有水鸟掠过湖
面，掀起的涟漪泛着金色的波光。

“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
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2021 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强调。

仙女湾地处青海湖北岸的藏城刚察，近日，这里迎
来一波又一波游客，部分沿湖酒店“一床难求”。“干净、
卫生”是很多人对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

事实上，刚察早先是以“刚风”闻名。受自然及人为
因素的影响，青海湖附近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海
晏县等地曾遭遇大片草地退化、土地沙化。

“在沙区吃饭，半碗沙子半碗面，”海晏县林场职工
党永寿对当时的恶劣环境印象深刻，“刚察风大沙多，
1997年开始，我在克图沙区参与治沙，风大的时候能掀
翻我们住的帐篷。经常是第一年种了树，第二年春天就
不见了。”

近年来，刚察县、海晏县等地湖滨荒漠化治理力度
不断加大，驱车行驶在环青海湖地区，记者看到一排排
绿意盎然的青海云杉、樟子松，好似整齐排列的绿色卫
兵，见证着青海湖沙退绿进的美丽蝶变。

“刚风”不再，如今刚察县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在97%以上，优于全省空气质量考核标准。海晏县沙地面积
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148.6万亩减少到现在的92.6万亩。

沙丘变绿洲，湖水水位上涨。然而，刚毛藻的增殖
却成为青海湖生态环境的另一个威胁。

“前几年，我发现夏天的时候湖面会漂浮一块块绿
色或黄色的刚毛藻。”刚察县泉吉乡年乃索麻村牧民拉
火说。

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使得湖
滨带形成大面积新生淹没区，使得青海湖刚毛藻异常增
殖。如不及时治理，刚毛藻会对青海湖水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

2022年10月以来，青海湖重点水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先后开展实施刚毛藻打捞、陆
上残体清除、湖滨带生境改善等项目。

去年夏天，拉火同许多牧民一起，主动参与到青海
湖刚毛藻的治理中。多方努力下，青海湖的刚毛藻治理
累计投资9505万元、打捞刚毛藻9.94万余吨，打捞上来
的刚毛藻进入肥料厂，变废为宝成为“绿肥”，湖面重现
碧波荡漾。

鱼鸟共生鱼鸟共生

眼下，青海湖湟鱼进入洄游季。作为青海湖补给河
流，刚察县泉吉河水势湍急，成千上万尾湟鱼逆流而上，
产卵繁衍，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湟鱼洄游奇观。

“生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
青海考察时强调。

青海湖特有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承载了众多珍稀
濒危物种，鱼鸟共生系统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
种。曾经，青海湖畔有许多远近闻名的“打鱼村”，鲜嫩
美味的湟鱼让村民得以“靠鱼吃鱼”养家糊口，直至湟鱼
数量一度锐减。

如今在青海湖，“湟鱼产业”有了全新的含义。游人
如织，泉吉河大桥旁一排售卖鱼食的小店生意红火，55
岁的郭永忠和老伴花6800元租下四个铺面，去年仅在6
月、7月洄游高峰季就挣了15万元。

郭永忠外向健谈，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捕鱼的
艰辛。趁冬天鱼价高的时候，他们冒着严寒在结冰的青
海湖上凿开冰洞，用引线机器将“天罗地网”布置于冰

下，再将水中越冬的鱼儿一网打尽。有时水面下的网随
着水流飘走，让捕鱼人一无所获，甚至有人被漂流的渔
网带走，再也找不到踪迹。

“网贵，心疼啊！那时可惜的不是资源。”郭永忠说，
“后来才知道，湟鱼好处太大了。比如，如果湟鱼少了，
浮游生物就会泛滥，让湖富营养化进而演变成‘死湖’。
现在才知道珍惜湟鱼资源了。”

为保护湟鱼资源，青海通过封湖育鱼保护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提高湟鱼成活率，并在环湖地区建成多条
过鱼通道为湟鱼“护航”。

“打鱼村”变成“护鱼村”，每当泉吉河出现水断流、鱼
搁浅的时候，村民们用木盆子装上鱼，把它们放回湖里。

“保护湟鱼就是保护资源，就是保护子孙后代。”村
民们现在这样理解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2002年到2023年，青海湖湟鱼的资源量增加近46
倍。湟鱼洄游高峰期，青海湖的鸬鹚等候鸟也进入了繁
殖高峰，成群捕食湟鱼。

在青海湖南岸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小泊湖湿
地，碧水连天，成群的水鸟盘旋在青海湖上空，发出阵阵
鸣叫，与水中湟鱼遥相呼应。

牧民南加经常带着孙女刚坚措毛去看附近树林里
的两对黑颈鹤。黑颈鹤是迁徙的鸟类，也是世界上唯一
在高原繁殖的鹤。每年3月到10月，这两对黑颈鹤夫妇
总会回到小泊湖，准确找到自家鸟巢，安然“生儿育女”。

近年来，青海加强科学研究监测和专项治理行动，
包括鸟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作为
国际候鸟迁徙通道重要节点，青海湖记录鸟种量达281
种，全年栖息水鸟数量达60.6万只，成为我国候鸟繁殖
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久谢介绍，鱼鸟共
生是青海湖水域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成果之一，见证了青
海湖生态环境的变迁，也成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的缩影。

生态和谐生态和谐

清晨，一道泛着红晕的光从烟波浩渺的湖面徐徐升
起，大湖之畔，毡房点点，牛羊满坡，野花绽放。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落实
好国家生态战略，总结三江源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
验，加快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守护好自然生
态，保育好自然资源，维护好生物多样性。

2022年，国家公园管理局批复同意青海开展青海湖
国家公园创建工作。

行走在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地区，记者发现牧区原
本常见的1.5米网围栏普遍降到了1.2米，围栏上尖锐的
刺丝也难觅踪影，便于普氏原羚等动物迁徙和跳跃。

普氏原羚是世界濒危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内蒙
古、甘肃和青海等地，如今仅存于青海湖地区。

哈尔盖地区是普氏原羚种群栖息繁衍的聚集地，当
地牧民亲切地称普氏原羚为“草原精灵”。2021年7月，
牧民周增本和堂弟索南在生态巡护过程中遇见了一只
被遗弃的小幼羚，他们把小幼羚接回家中救治，用小奶
瓶给它们喂食。

在政府和牧民的共同努力下，环青海湖地区普氏原
羚数量已由保护初期的不足300只增加到现在的3400
余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这里独特美丽的风景。

守着好山好水好风光，环湖周边的牧民也从青海湖
收获了好日子。

刚察县泉吉乡宁夏村与青海湖直线距离不到10公
里，传统畜牧业模式曾经一度让这里的草原退化严重，
近年来宁夏村积极探索“春季休牧、夏季游牧、秋季轮
牧、冬季自由放牧”的放牧新模式。

走进宁夏村，一群群白藏羊和牦牛，宛若草原上流
动的黑白音符。“根据自然环境控制好牲畜数量，结果是

‘生态美，百姓富’。”宁夏村党支部副书记才保说。
青海湖是湿地型国家公园，为保护湿地，青海湖畔

活跃着一支支湿地生态管护员队伍。
穿着巡护服，骑着摩托车，57岁的牧民多日杰每天

要巡护牧场周边的湿地。由于管护面积大，他每次骑着
摩托车巡护都要花上多半天时间，顾不上吃饭是常事。
他说，既然当上了管护员就要负责到底。

冬去春来，不论酷暑严寒，他用沾满泥土的双脚，见
证着青海湖生态之变。

多年前，望着青海湖北岸金银滩草原的美丽景色，
西部歌王王洛宾写下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如今，绿水青山映衬白云蓝天，“中华水塔”更加坚
固丰沛。

和着牧民动听的歌谣，波涛声、鸟鸣声和草原湖畔
嗒嗒的马蹄声汇成新时代青海湖绿色发展之声。新声
迭起，生生不息……

擦亮高原蓝宝石
——青海湖保护纪事

6 月 3 日，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875件
次，网民留言73件（西宁12345微
信公众号 60 件、市长信箱 11 件、
人民网2件），直接办理427件，转
交责任单位办理 448 件，回访量
226件。

热点问题：
1. 物业服务 61 件，无集中反

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
理。

2. 噪音问题 50 件，无集中反
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
理。

3. 消费维权 42 件，无集中反
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
理。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今
年 6 月 5 日是第 53 个“世界环境
日”。6 月 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2023 年
青海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通
报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及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情
况。2023 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整
体优良，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地和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环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6.6%，声环境质量和辐射环境
质量整体良好，生态环境状况总
体稳定，美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总体
稳定

2023年，全省35个地表水国
考监测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
为100%，62个地表水省控监测断
面 达 到 或 优 于 Ⅲ 类 比 例 为
98.4%。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澜
沧江干流、黑河干流境内水质达
到Ⅱ类，水质状况优。柴达木内
陆河流域水质达到Ⅱ类及以上，
水质状况优。湟水干流和主要支
流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状
况优良。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声环境质量整体良好，西宁
市、海东市、海西州区域环境噪声
总体水平等级为“较好”及以上，
道 路 交 通 噪 声 强 度 等 级 均 为

“好”。
全省生态质量类型以“二类”

为主，生态质量变化基本稳定。
三江源区、青海湖流域和祁连山
等重点生态区生态系统格局、生
态质量保持稳定。主要污染物总
量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减排目标
任务，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等
级突发环境事件。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青海
这样做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制定
印发《青海省深入打好重污染天
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实施方
案》，部署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三
个标志性战役。有序推进重点区
域燃煤设施淘汰和清洁化改造进
程，狠抓施工场地规范化作业，加
强裸露地扬尘管理等，持续推进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和燃
气货车淘汰。

持续推进碧水保卫战。聚焦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
复、黄河生态保护治理、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加强执法监督，完成国
家 要 求 的 13 条 重 点 流 域 入 河
（湖）排污口“查、测、溯、治”年度
任务和省定 81 条（个）河湖排污
口排查工作。全省Ⅰ类水质断面
数量同比增加 31%，省域长江流
域水生态评估结果优秀。

有序推进净土保卫战。强化
农用地污染源头防控，持续开展
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
治，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保持在99%以上。完成全省地下
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开展重点
区域地下水风险管控和修复，全
面完成县级及以上地下水型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此外，我省还不断加大生态
保护监管力度，巩固加强固体废
物环境监管，统筹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监
测、监控和信息化建设等多方面
推进重点举措落实，努力让青海
生态更美、环境更靓，不断展现
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的美丽画
卷。

长江干流黄河干流等水质状况优

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
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6月3日，西宁市共收到
安全隐患举报 50 件，其中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
收举报29件、西宁市应急管
理局接收举报 4 件、西宁市
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 17
件。举报件主要反映小区物
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城
乡建设等问题，已及时联系
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生态是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在青海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叮嘱当地党政负责同志，青海在生态文明方面的战略
位置非常重要，分量很重。要把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
保护好。

如今的青海湖，正在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谱写湿
地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新篇章。水质优良率达100%，草地综合植
被盖度达60%，湿地保护率达69%，“草—河—湖—鱼—鸟”共生生
态链趋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