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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青海”“外交部”“推介”等关键词占

据了青藏高原朋友圈“热搜榜”。近日，以“新时

代的中国：大美青海，从三江源走向世界”为主题

的外交部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举

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与会的各国使节

和嘉宾代表生动讲述了大美青海的变化与发展。

高原青海，千山堆绣、百川织锦。巍巍昆仑

是万山之宗，江源活水是水中“钻石”，高原净

土是生物“天堂”，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担当下，如何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全

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青海智慧，成为青海省当前及今后

最重要的使命。保护好生态，对青海来说既是

服务全国大局的需要，也是青海自身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

青海，因水得名，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

地，也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5000多个湖泊星罗棋

布，42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每年向下游输送600

多亿立方米清洁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两条河流经大半个中国，最后流入东海和

渤海汇入地球海洋，润泽万物生灵；而澜沧江流经

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后注入

南海，进入全球水系，造福邻国人民。

人们用“三江源感冒，全球打喷嚏”形象地比

喻了三江源生态的重要性。如此独一无二的生

态系统，却一度遭受人为破坏和挑战。黄河发源

地——有“千湖之县”美誉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

治州玛多县，曾拥有大小湖泊 4000 余个。但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因过度放牧、草场沙化、鼠害

等原因，生态跌入谷底，湖泊急剧减少，2004 年，

90%以上的湖泊干涸甚至消失，扎陵湖和鄂陵湖

之间出现断流。

玛多告急、母亲河告急。

黄河源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和水

源补给区，多年河川平均径流量约 200 亿立方

米，可以为黄河流域提供约 37%的水资源量，水

质好、产流过程平稳，是名副其实的“黄河水

塔”。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薛松贵表

示，黄河源区水资源量直接关系着黄河流域生态

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黄河流域的长治久

安具有重大意义。

玛多之痛，唤起了青海省对三江源生态保护

的决心。之后的十余年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工程，退牧还草、湿地保护、黑土滩治理、生态

移民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出台，三江源生态环

境逐步好转。

“通过各界的持续努力，三江源区水源涵养

量与 2004 年相比，由每年 384.88 亿立方米增加

到每年 408.95 亿立方米，增幅达 6.25%。黄河源

头多个干涸的高原湖泊再现波光粼粼。”薛松

贵说。

经过 15年治理，如今的三江源区，草地沙化

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各类草地的平均覆盖

度增加了 11.6%，草地整体退化的趋势得到遏

制。特别是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滩和

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为代表的百万亩黑土滩治

理工程成效显著，治理区内植被覆盖度由不到

20%增加到 80%。

15年治理 百万亩黑土滩植被增加80%

2005 年，国家通盘考虑三江源生态退化趋

势和生态环境脆弱状况，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给

予特殊支持，启动实施了继京津风沙源之后全国

第二大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三江源自然保护

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一期工程），由此开启了

山水林草湖系统保护修复的新模式。

当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

时，青海深谙唯有牢固树立生态保护优先理念，

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才

是青海面向未来的正确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总结一期工程十年经验的

基础上，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暨

修复三江源 砸进230亿真金白银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三江源腹地可可西里

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事件：数以万计的

大批金农涌入无人区淘金。所到之处沙石堆积、

河道断流，不仅破坏了地下资源，更使无人区的

原始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受破坏……

在国际藏羚绒制品消费和非法贸易的驱使下，不

法分子组成武装团伙，大肆猎杀藏羚羊等珍贵野

生动物牟利。

从此，白天机器的轰鸣声和夜间罪恶的枪声

打破了可可西里的寂静，劫难降临可可西里。到

1998年，青海境内藏羚羊数量不足 2万只。

可 可 西 里 的 劫 难 ，引 起 了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1989 年，中国科学院和青海省政府对可可

西里进行了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提出了在可

可西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报告。与此

同时，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和玉树州人

民政府在可可西里毗邻的曲麻莱、治多等县成

立西部工作委员会，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时

任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

与武装盗猎分子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从此，正

义与邪恶较量的枪声在可可西里广袤的无人

区打响。

除了人们熟知的“中华水塔”，三江源还是世

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最显著的地区，也

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生态与物种宝库。在众多

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动下，三江源地区退化生

态系统得到了一定修复。藏羚羊、野牦牛、棕熊、

藏野驴、马鹿、黑颈鹤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

增加。监测显示，濒危物种雪豹频频出现在三江

源，种群数量已过千，三江源被全球学界公认为

世界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藏羚羊个体数

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 万多只恢复到 6 万多

只。此外，三江源地区还发现了欧亚水獭、金钱

豹等珍稀濒危物种，黄河源园区监测到了黑狼等

稀少物种。

如今，纯净蓝天的映衬下，湖泊波光粼粼，水

鸟舞动双翅纵情嬉戏，成群的藏野驴悠然踱步，

野牦牛慵懒地觅食，白马鸡灵巧穿梭在丛林中，

雪豹、金钱豹、棕熊、藏羚羊、黑颈鹤繁衍生息、世

代栖居。

这一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堂，是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最直观的典范。

根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三江源地区植被

类型有针叶林、阔叶林等 9 个植被型，可分为

14 个群系纲、50 个群系。三江源国家公园内

有野生动物兽类 85 种，鸟类 263 种（含亚种），

两 栖 爬 行 类 48 种 。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有 69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藏羚羊、野

牦牛、雪豹等 16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

岩羊、藏原羚等 35 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

藏野驴、藏原羚、棕熊、喜马拉雅旱獭、岩羊等

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种，其中许多被已列入全球

珍稀濒危物种。

从“劫难”到“天堂”建设生态青海样本

本报记者 张 蕴

绿色动态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正式启动，标志

着三江源生态保护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期工程规划治理范围扩大到整个三江

源地区，并且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投资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对于青海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2016

年 4 月 13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改革正

式启动。

统 计 显 示 ，总 投 资 230 亿 元 的 三 江 源 一

期 、二 期 工 程 ，计 划 实 施 黑 土 滩 治 理 1068 万

亩、封山育林 631 万亩、沙漠化防治 300 万亩、

湿地保护 1660 万亩，生态移民 1.1 万户、5.57 万

人，建设牲畜暖棚 5.14 万户、617 万平方米，配

发户用太阳能光伏电源 4.08 万户。此外，三江

源地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实施，通过修

复河道、覆坑平整、回填表土、栽种林草、封育

围 栏 ，使 57991 亩 矿 区 土 地 生 态 功 能 得 以 恢

复，历史遗留环境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三江

源国家公园属于江河源头和水源涵养区，是重

要的生态工程实施区，大工程促进大保护，这

些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对遏制生态退化趋势

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 2019 年，三江源地区生态修复力度

持续加大。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投入 2.42 亿

元真金白银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截至年

末，三江源二期、退牧还草、生态修复三项工程，

共实施草原有害生物防控 1340 万亩，黑土滩治

理 51万亩，湿地和雪山冰川保护 50万亩，退化草

场改良 30 万亩，为助力生态修复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三江源生态修复三江源生态修复
不仅为了不仅为了““一江清水向东流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中国生态中国，，一碧青海润三江一碧青海润三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刚吴刚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再夺丰收，总产量达到 1500.6 亿斤，实现

“十六连丰”。又一次体现了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作用。

据介绍，黑龙江坚持利用保护并重，推行绿色发展方式。用

“绿色”生“金色”，让农民赚上生态钱。全省绿色有机认证面积达

到 8100万亩；在 15个县（市、场）落实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 432.4万

亩；“三减”面积超过 4000 万亩，施用化肥折纯量同比减少 1.52 万

吨，农药总用量同比减少 2000多吨。

在此过程中，黑龙江省印发《2019 年全省农作物高产优质品

种种植区域布局》，制定《全省农作物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汇编》等一系列文件，为高标准开展春耕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此

外，黑龙江省还成立了 16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体

系，建设了千公里科技示范带，高标准科技示范园区发展到 370

个。同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第一时间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

种大豆、休耕轮作等政策信号传递给农民，科学指导农民进行

种植结构调整。2019 年黑龙江全省大豆面积增加 1068 万亩，

占全国增加量的 77.3%。

黑龙江：
用“绿色”生“金色”让农民赚上生态钱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推进，

曾是环保工作短板的农村也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近年来广

西省百色市平果县持续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实施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项目，基本实现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覆盖村组和人口均达 100%，极大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习惯。

据统计，平果县累计投入 3174 万多元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行

动,完成改厨 23130 户、改厕 21300 户。平果县还对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查漏补缺，实施农村路网、饮水安全、农村电

网改造工程等，全面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2016 年以来，

全县累计投入 13093 万多元，新建、续建、升级或维修了硬化路

310 条 279.2 公里，实现全县 20 户以上的自然屯全部通砂石路；投

入 11252.61 万元实施安全饮用水提升工程，解决 24 万多人饮水

安全问题，实现农户 100%达到安全用水标准；投入资金 2612 万

元，实施 118 个村级公共服务项目，确保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得到

提升。

生态环境改善还需跟扶贫和经济协调发展，平果县鼓励贫困

户融入主导产业发展，并给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户以奖代补资金，

引导扶持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近两年，基本形成“村村都有致富带

头人、组组都有脱贫典型”的良好局面。

广西平果：
建设美丽乡村 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取水、测试，3 分钟出结果，发现河

涌河水磷酸盐超过 5 毫克/升，比《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二时段二

级标准超出 5 倍……在石马河涉水企业专项整治执法行动中，广

东省东莞市生态环境局通过新环保“利器”污染物快速检测工具

等，在 30 分钟内，从旷野河涌—排渠口—市政下水道—厂区外围

逐一排查，在几公里范围内成功锁定一家涉水偷排企业，将之打

个措手不及。

水质目测透明澄清，但里面各种重金属、总磷等污染物可能已

超标数倍；空气闻着洁净，但里面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可能严重超

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表示，以往对待企业监管，执法人员只能通

过专业监测部门，采样后经过几日实验室的化验分析，才能得出是

否存在污染物的结果，对违法企业采取处罚措施。但几日时间里，

现场状况已变化万千，对污染溯源增添不少难度；时间一长，违法

企业有所察觉，就能想出许多招数“善后”，掩饰违法事实，逃避违

法责任。

通过使用污染物快速检测工具，能在几分钟内初步确定水

体、空气中污染物含量，实现快速跟踪、锁定污染源，让违法排

污企业无所遁形。据统计，石马河涉水企业专项整治执法行动

打 响 至 今 ，已 查 获 3000 多 家 违 法 排 污 企 业 ，其 中 关 停 、查 封

3093 家，拟处罚 192 家，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企业，维护了市场

经营秩序和生态环境质量。

广东东莞：
环保利器上线，偷排企业无所遁形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生态环境部 12 月 14 日表示，按照打

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各地持续推进水源地环境问题

整治工作，2019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完成率超过 99%。

据统计，在 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已完成县级及以上水源地

整治任务的基础上，2019年全国其他地区应完成县级及以上水源

地 3626 个环境问题清理整治。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3611 个问

题已完成整治，15 个问题正在整治，完成率达 99.6%。从全国看，

北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福建、山东、河南、海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已完成水源地

环境整治相关任务，广东、辽宁、广西等地基本完成任务。目前尚

未完成整治的 15个问题，分别涉及广东潮州（2个）、肇庆（1个）、辽

宁本溪（2 个）、锦州（1 个），广西河池（3 个）、玉林（3 个）、柳州（2

个）、钦州（1个）。

生态环境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督促有

关地方切实落实水源地保护主体责任，确保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取

得成效。

环境部：
2019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完成率超99%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世界最大河口

冲积岛和我国第三大岛，也是长江大保护的最后

一道防线。

作为上海面向未来最重要的生态发展空间，

崇明岛以不足上海 20%的国土面积，为上海提供

了约 40%的生态资源和约 50%的生态服务功能，有

效保护了全球生态敏感区——长江河口的生态系

统。生态建设给崇明岛、上海市甚至全球带来什

么？科技日报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

对上海建设“世界级生态岛”情况进行了采访。

生态修复，维护全球候鸟
迁徙“加油站”

站在大堤上往外望去，潮水退去。成群结队

的鸟儿在裸露的滩涂漫步，啄食着小鱼小虾；跳跳

鱼在浅水坑里蹦跳着；大堤后密集的芦苇丛、海水

稻田，不时有白色的水鸟飞起，自在翱翔……

位于崇明岛东端的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以下简称“崇明东滩”），是崇明岛打造世界级

生态岛的重要一环，这里是在 1998 年上海市政府

批准建立的，以迁徙候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

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 241.55 平方

公里，每年有近 300 种、百万只次的候鸟在这里栖

息或过境。

目前，全球共有 9 条主要的候鸟迁徙通道，其

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是受威胁程度

最高的一条。该候鸟迁徙通道跨越我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 22 个国家，每年有 5000 多万只水鸟迁

徙 ，而 崇 明 岛 正 好 位 于 迁 飞 路 线 的 中 间 位 置 。

2002年，崇明东滩被正式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崇明东滩是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候鸟迁

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处‘加油站’和驿站。候

鸟经过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眠的长途迁徙飞行

后，迫切需要在栖息地休息、补充食物后继续北

飞。”崇明东滩管理处主任沈帅说，保护这片湿地

不仅是在保护上海本地的生态环境，更履行捍卫

候鸟迁徙网络安全的生态责任。

不过，在 2002年后，崇明东滩曾一度面临巨大

生态危机。

为防浪消浪、保滩促淤，引入的互花米草在崇

明岛东滩快速蔓延开来。由于互花米草根系庞

大，使得为候鸟提供食物的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本

土植物，以及鱼虾蟹等无法生长和生存。

为了治理互花米草带来的问题，总投资 11.6

亿元的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从 2013年开工。截

至目前，在项目所实施的约 24.2平方公里内，互花

米草控制率达 95%以上，修复后的湿地生境面貌

已初步呈现，为不同候鸟提供了优质环境。

“白头鹤、小天鹅、黑脸琵鹭等国家珍稀保护

鸟类数量明显回升，消失多年的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东方白鹳在 2017年冬季重新出现在崇明东滩。”

沈帅说。

生态立岛，融入崇明经济
社会发展全过程

崇明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造福的不仅是

野生动物，还带来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目

前，崇明空气、水体质量均为上海市最优。

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陈远鸣表示，崇明岛内水

网密布，水质清澈洁净，在长兴岛修建了总长为43公

里的大堤，建好的青草沙水库水量相当于10个杭州

西湖，承担上海一半以上的水源供应量，是上海最重

要的饮用水源地之一，受益人口超过1500万人。

上海提出崇明生态岛建设理念至今已有 17

年了，上海市发改委巡视员王扣柱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2016 年，上海决定举全市之力支持崇明建

设“世界级生态岛”。保护生态环境是崇明岛的

立岛之本、发展之基，通过大力推进“+生态”“生

态+”战略，生态立岛已融入崇明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过程。

“长期以来，崇明岛坚定不移打生态牌、走生

态路、吃生态饭，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发展方

式，推动生态产业实现质量变革和绿色升级。”崇

明区副区长吴召忠说，现在崇明农业坚持“高科

技、高品质、高附加值”原则，在农业生产上运用智

能化的技术手段，探索研究生态水稻生产模式

等。“今年前三季度，崇明区的 GDP 增量高于全市

1.5 个百分点，税收增长名列全市第一，实现了生

态效益到经济效益的转化，让老百姓真正从绿水

青山中尝到了甜头。”

根据《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7—2035）》，按照“生态立岛”理念，强化生态

底线管控，严格把控人口导入标准、土地开发强度

等。明确到 2035 年，崇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在 265 平方公里以内，划定生态空间 1618.58 平方

公里，自然湿地保有率 43%。

打生态牌、走生态路、吃生态饭

上海崇明守住长江大保护最后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李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