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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文鱼青海三文鱼””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公共品牌正式发布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12月23日，
记者从“懂青海、爱青海、兴青海”系列
新闻发布会省林业和草原局专场新闻
发布会了解到，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拟建各类自然保护
地共7类83处，国家公园占全省自然保
护地总面积的75%，同时，藏羚羊由最
低时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7万多只，雪
豹增加到 1200 多只，我省林草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效。

据了解，我省聚力推进国家公园
建设，扎实推进国家公园建设高质量
发展。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成
为全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祁
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全面完成；青
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完成阶段性目标任
务。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通过世界地
质公园网络执行局会议审议，有望成
为我省继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后第二
个世界地质公园。目前，已形成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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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
系。

同时，高质量推进“三北”工程建
设，在全国率先出台“一意见两方案”，

稳步推进全省防沙治沙工作和河西走
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青海片区阻
击战。2023 年，完成全省三北工程区

“双重”项目建设任务546.68万亩；2024
年，已完成建设任务777.03万亩，国家
下达的27个“三北”六期重点项目全部
开工建设。依托“三北”“双重”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2022年以来，全省累计
完成国土绿化1530.22万亩，防沙治沙
面积403.64万亩。多种形式完成义务
植树累计折算5100 万株。积极推进8
个省级森林城镇和16个省级森林乡村
创建工作。林草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以上，蓝绿空间占比超过 70%，实
现绿化规模、质量“双提升”，厚植了绿
色家底。持续加大退化草原治理力度，
全省草原植被盖度由2018年的56.8％
提高到2023年的58.12％，草原生态系
统功能稳步提升，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全面建立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
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五级林（草）
长制管理体系，全省共设立 6856 名林
（草）长。建立“林（草）长+警长+检察
长+法院院长”“林（草）长制”+“河湖长
制”工作联动机制，强化行业和部门协

作。
此外，高质量推进三江源、青海湖

两处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建设。玉树隆
宝滩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曲麻莱
德曲源、乌兰都兰湖、泽库泽曲3处列
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三江源区湿地
面积由 3.9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近 5 万
平方公里，上世纪 60 年代消失的千湖
竞流景观再现三江源头。全面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掌握我省黑颈鹤、金钱
豹、藏野驴等种群数量，统筹开展县域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雪
豹、藏羚、普氏原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
物专项调查，开展兰科等珍稀濒危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调查及迁地保育工
作。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全面落实森林
生态效益、天然林管护、退耕还林还草
等补偿补助政策和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制度，每年落实各类惠民资金 10 亿元
以上，真正让群众吃上了增收致富的

“生态饭”。大力推进生态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落实林草
湿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生态工程吸纳农
牧民7万余人，人均增收4900元。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12月23日，
由省农业农村厅、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青海三文鱼公共品牌发布会
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西宁举行。

发布会现场，“青海三文鱼”公共品
牌正式发布，此次公共品牌的发布，旨
在进一步提升青海三文鱼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推动其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
消费者带来更多健康与美味的享受。
现场还举行了《“青字号”水产品走出

去》签约仪式，青海大学、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龙洋知鲜
（青海）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和企
业签订技术合作与销售等方面的协议。

据了解，我省依托丰富的水质资
源，三文鱼产业发展至今已成为我省新
兴产业、朝阳产业和特色产业。现有大
水面网箱养殖企业和养殖合作社 27
家，近年来全省三文鱼产量达到1.5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33%至 39%，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基地。现有

养殖技术与国际同步，为全国的三文鱼
养殖产业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高
品质、无污染的产品销往全国北上广深
等40个省市，出口俄罗斯等10多个国
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喜爱。

本次会议汇聚了众多行业专家、企
业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共同探讨青
海三文鱼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并围绕品牌建设、质量提升、市场拓展
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为青海三文
鱼产业的蓬勃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文鱼因肉美脂香、营养丰富，被
国际美食界誉为“鱼中之王”。近年来，
依托丰富的水质资源，我省三文鱼产业
已成为新兴产业，目前全省三文鱼产量
达到1.5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33%至
39%，成为全国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基
地，为青海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作出积极贡献。

“贴上了‘高品质、无污染’的标
签，我省三文鱼产品备受消费者青
睐，产品也迅速销往全国北上广深等
40 个省市，出口俄罗斯等 1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青海三文鱼已成为青海

‘四地’建设中‘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的拳头产品。”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吴晓东表示。

依靠“天凉好养鱼”的独特气候特

性，近两年，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
为主的陆基渔业模式势头迅猛，陆基养
殖企业和养殖户增加到 30 多家，有效
养殖水体超过5万立方米，三文鱼养殖
技术与国际同步，为全国三文鱼养殖产
业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我省三文鱼一度在国内冷水鱼
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是，
多年来我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理
念，一方面在三文鱼养殖产业中通过
实施养殖容量管控、绿色环保养殖技
术推广、养殖水域水质监测评价、生
物安全管理措施应用等，确保全省出
水断面水质达到国家类Ⅱ类标准，水
产品质量 100%达标。另一方面在土
著鱼类资源保护和恢复工作中，不断
攻克人工繁育、增殖放流等技术难

题，青海湖裸鲤资源量恢复到 12.03
万吨，花斑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年增
殖放流量 100 万尾以上，长江、黄河、
澜沧江青海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得
到了有效保护、资源恢复成效显著，
三文鱼养殖和土著鱼类保护齐头并
进，形成双赢局面。

在国家水产种业振兴计划中虹鳟
被列为首批联合育种攻关的七个品种
之一，青海有四家单位成为联合育种攻
关团队成员，龙洋知鲜（青海）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水产种业阵型企业，充分显示
了我省在国家种业振兴计划中的重要
性。目前，龙洋知鲜生产的三文鱼在国
产三文鱼市场的占有率超过37%，产品
销往全国40个省市。

（记者 芳旭 师晓琼）

最“老”的环城赛是如何炼成的？
——奔跑吧！环城跑迎新年系列报道之二

精彩的环城赛、激情的加油呐喊、活力四射的参赛
者……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一年一度的元旦环城赛将
在 2025 年新年第一天如约而至！

50多年来，西宁元旦环城赛始终坚守着“坚持跑、坚持
赛”的初心。从最初的萌芽到如今的枝繁叶茂，它已茁壮
成长为全国近300个地级市中连续举办时间最久、届数最
多的城市冬季体育盛会，成为辞旧迎新之际一道亮丽的群
众体育风景线和标志性品牌赛事。那么，这场历史悠久的
环城赛究竟是怎样一步步“炼”成的？让我们一同探寻其
背后的办赛“密码”。

密码一密码一：：体育设施让体育设施让““奔跑的城奔跑的城””更具活力更具活力

“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细心的市民已经注意到，
在西宁城市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成为市民热衷打
卡的新地标。

近年来，针对人民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我市补短
板、强弱项、固底板，狠抓体育设施建设，持续加大项目资
金争取。2024 年通过多部门争取体育项目建设资金，续
建、新建体育项目投入6000余万元，主要用于实施体育公
园、乡镇灯光篮球场、共享健身房、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
项目、“国球进社区、进公园”、西门口体育健身圈管网改
造和“10 分钟体育健身圈”提档升级工程；不断提升体育
服务能力和水平，截至2023 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 2.23 平方米/人；全市拥有各类体育场地 6764 块，占全
省体育场地总数的 35.37%，较 2022 年 6275 块场地增加
7.79%；建成健身路径 1999 个，实现全市 917 个行政村、
176 个社区室外健身器材 100%全覆盖；在全市“三河六
岸”建成全民健身步道 600 余公里，参与骑行、徒步等活
动的健身人数显著增加；全市体育场地数量多、类型全，
共有篮球场1957块、足球场295块，田径场、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等其他健身场地2513块，体育场地数量逐年增加，
供广大健身群众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实现了乡镇、村
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

密码二密码二：：各类体育赛事点燃群众参赛的热情各类体育赛事点燃群众参赛的热情

记住一座城市可能是因为一项赛事、一个体育明星、
一个地标性体育建筑、一个志同道合的健身好友……体育
让城市更具魅力，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增添新活力，元旦环
城赛就成为了一年体育赛事的新起点。

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品牌赛事，凸显青海高原特色
和民俗风情，为搭建体育交流平台、宣传城市品牌发挥积
极作用。在2024年，我市举办了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
赛、环湖赛开幕式及西宁绕圈赛、全国青年女子手球锦标
赛、全国青少年冰球锦标赛西宁赛区暨全国总决赛、西宁
半程马拉松等大型赛事，深化品牌赛事影响力和知名度；
举办沿黄九省（区）羽毛球赛、西北五省省会城市乒乓球
赛、兰西城市群锅庄舞交流大赛、西宁—海东都市圈乒乓
球赛和射箭赛，扩大体育对外交流；青超联赛、西宁第二
届足球联赛、社区乡村运动会、“美丽乡村·幸福西宁”千
人骑行活动激发“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新动能；省第五
届全民健身大会、西宁地区元旦环城赛等，引领群众科学
健身；西宁市首届垂直马拉松赛、“生态北山·乐在骑中”
自行车爬坡挑战赛、“南山秋韵·寻趣红谷”全民健身徒步
活动与景区、街区、商圈融为一体，释放赛事对吃住行游
购娱的溢出效应，赋能西宁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农民篮球
赛、冰雪运动会等赛事活动，不断提高农民群众健康水
平，助推乡村振兴；推广棒垒球、橄榄球、飞盘、街舞等新
兴赛事，打造城中区文峰碑山地自行车赛、大通鹞子沟冰
雪运动等“一县区一品牌”，年内举办各类市级赛事活动
105项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38.5%，实现了周
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主题，体育融入群众日常
生活。

密码三密码三：：群众参与健身活动的内核越来越稳群众参与健身活动的内核越来越稳

“元旦环城赛已经成为我们迎接新年的固定活动，这
是属于我们节日，全市人民群众已习惯用奔跑的方式迎接
新年！”

一场场比赛，一次次比拼，在市民心中播下了体育的
种子，让体育精神融入了城市血脉，元旦环城赛长跑成为
市民参与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最直接的方式，元旦环城赛
还成为了我市发掘体育人才的一个平台。

据了解，过去一年，我市不断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输送工作，依托西宁市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持续深化体
教融合，重点开展中长跑、竞走等优势项目和足球、篮球等
常规项目，组建西宁市青少年冰球、手球、跆拳道青少年训
练队，开展校内、校际跨区域比赛，选拔培养优秀后备人
才，审批通过国家二级运动员3名、二级裁判员15名；组队
参加全国、省级各类比赛，获得 22 金、23 银、15 铜的好成
绩，为西宁市赢得了荣誉，也彰显了我市运动健儿自强不
息、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记者 王琼）

青海何以成为全国最大三文鱼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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