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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江时强、陈凯、李亚光

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高山群岭耸
竦，冰川湿地绵延。在 4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大
大小小的溪流、沼泽、湖泊交织、汇集，形成长
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奔涌而出。

三江源，活水千百年流淌不息，孕育滋养着
中华乃至亚洲文明。曾几何时，因人为活动、过
度放牧、自然变迁，这片原始沃土呈现退化、沙
化危机。

如何确保“中华水塔”丰盈常清，碧水永续
东流？新华社记者长期追踪，找寻答案。

生态恶化困境下的三江源悲歌

鼠掘沙进家园不再，守着源头没水喝，放下
牧鞭背井离乡……世代逐水草而居的三江源牧
民，开始尝到生态恶化的滋味。

2001 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麻多乡牧民多杰，眼睁睁看着家门口的丰美草场
变成老鼠乐园。他说：“鼠害最猖獗的地方，每平
方米有近 10个鼠洞，草场很快变为不毛之地。”

鼠类在更多地区日益活跃。到 2004 年，位
于澜沧江源头的玉树州杂多县因鼠害导致退化
的草场面积逾 900万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20%。位于长江源头的玉树州治多县，草场退化
面积 820 多万亩。

失去植被覆盖后，一些退化草场渐成裸露
的黑土滩，像“病毒”一样向周边扩散。在三江源
北缘，草原迅速大面积退化。记者当年曾深入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铁盖乡，看到流沙将牧户
房屋重重包围，墙体被压塌，一座座砖房成为废
墟。国道两旁的沙丘频频“爬”上路面阻断交通，
县里不得不出动推土机清理。

据青海省有关部门统计，到 2004 年时，整
个三江源地区沙化面积超过 3800万亩，核心区
中度退化草场达 1 . 5 亿亩。黄河源头的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过去的 4000 多个湖
泊，90% 以上干涸，黄河源头一度断流。分析认
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导致上述恶果的主因之一。

水枯草衰，牧民生产渐渐难以为继。共和县
铁盖乡拉干村牧民才本加流着泪告诉记者，从
日子安稳到无家可归，一切变化像做梦一样。

2003 年起，整个三江源地区近 10万牧民背
井离乡，陆续搬离世代生活的草原，近 70万
户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草场不再丰美，牧民何去何从？

政府强力保护生态

三江源头生态告急！中华水塔面临危机！
牧民沦为生态难民！本世纪初，媒体争相连续
报道，三江源备受关注。

国家、部委、科研院所纷纷派员，顶着高
原反应，奔赴平均海拔超 4000 米的三江源，
调研生态恢复良策。

2005 年，我国正式公布实施《青海三江
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
投资 75 亿元，实施面积 15 . 23万平方公里，
项目兼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生产布局多方
面，当年下达资金 7 亿元。

“力度之大，理念超前，前所未有。”时
任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的李晓
南说，青海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扎实推
进生态治理，将最优资源，集中到三江源地
区。

推进 100余项三江源科技项目，建立多
部门协作的生态监测机制，打破区域生态本
底数据空白，培养一批留得住、能干事的一线
生态工作者……被称为“西部人才洼地”的青
海省，举全省之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增效
提质。
与各地普遍开矿建厂、修路架桥不同，经

济发展全国“垫底”的青海省，咬牙坚持生态
立省战略，“宁愿错失发展机会，也要留住绿
水青山。”全面停止对三江源地区的 GDP 考
核，陆续关停一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将全省
90%左右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或限制开发
区域。

连续苦干 8 年后，2013 年底三江源生
态恶化得到遏制，草原产草量整体提高
30%，三大江河年均向下游多输出 58 亿立
方米优质清洁水，有学者称为“不可能实现
的奇迹”。

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
中央深改组审议，在三江源地区启动。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介绍，肩负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任务，青海省向旧体
制果断“开刀”，整合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的
执法权，将玛多、杂多、治多、曲麻莱 4县政府
部门精简 25%，打破原有大小自然保护区条
块分割，对 12 . 31万平方公里的园区实行垂

直统一管理……
青海创下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多个“第

一”：2017 年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三江
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施行；首个生态法庭
当年在玉树州设立；2018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
园研究院在青海挂牌；2019 年生态管护岗位
在全国率先覆盖园区所有牧户。

各界共护中华水塔

三江源的“山水林田湖草”日益构成一个
生命共同体，其复苏向好的变化，促使当地牧
民逐步形成生态保护的高度自觉。

记者曾在“三九”寒天的玛多县黄河乡，
曾目睹 7位牧民蹚着齐膝积雪、背着数十斤
牧草顶风前行，只为给大雪中“断顿”的藏野
驴送去“粮食”；在果洛州玛沁县大武乡，记者
获悉 54岁的牧民多布旦连续种草 14 年，成
功染绿了格多村上万亩黑土滩；在果洛州班
玛县玛可河原始林区，曾是一名伐木能手的
朱富海，如今春季日均栽种 40株树苗，平均
每半个月穿坏一双鞋子……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被感召吸引，陆
续来到三江源参与生态改善。

在杂多县昂赛乡，记者近期遇到北京大
学和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年轻的科研团
队，他们为三江源生态治理建言献策，每年要
驻点研究 11个月。长期在野外奔走露宿，他
们满是泥渍，皮肤黝黑，却乐在其中。

中国林科院研究团队的刘炎林，总在高
山裸岩、密林峡谷中考察，很享受内心与江河
湖草的对话。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项目主任
赵翔，常驾车穿行陡崖上蜿蜒狭窄的“搓板
路”，好几次命悬一线。他所在的团队 5 年来
追踪到 100 多只雪豹，发现一度匿迹的欧亚
水獭和荒漠猫，惊艳了世界生态学界。

“在三江源，你的每一份付出都不会徒
劳。”49岁的唐瑞来自英国，每年近两个月跋
涉在三江源，帮助牧民更好应对“人兽冲突”
等难题。长期风吹日晒，这位“老外牧民”老得
越来越快，脸上却常带笑容。

为了三江源，不少人献出了最好的年华
甚至生命。原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苏建平，曾 30余次深入可可西里，直到
2018 年因癌症辞世。

“热爱三江源，就必须用一生去亲近。”苏
建平最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阐释自己的
初心。

三江源再度丰润充盈

14 年来，国家在三江源地区持续投入逾
180 亿元。如今，记者已频频在黄河源见到及
膝高的大片草原，在澜沧江源遇到钻不进人
的密林，在长江源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
湿地。三江源这块“巨型海绵”再度丰润充盈，
涵水造水能力稳步提升。

扎陵湖乡尕泽村牧民邹玛查让说，一条
不知名的发源自扎陵湖、常常干涸的小河，
如今水位渐高，人已很难蹚水过河。杂多县
扎青乡地青村牧民布勇说，以前在家门口修
建的小桥被河水屡屡冲断，已经多次修补。

记者采访过的上百位三江源牧民中，不
少人都说“草高了、水多了、风沙小了、气候好
了”。天蓝、水清、草绿的景象在三江源多地显
现，一度藏匿消失的野生动物，开始大规模出
现在人类视野。

2017 年 10月，在杂多县昂赛乡游览的
大学毕业生李雨晗，一天之内看到了 7只雪
豹。去年夏季，货车司机肖楠曾目睹上千只藏
羚羊奔腾穿越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的震撼
场景。今年 1月，记者在黄河源头调研，随行
车辆与近百只藏野驴肩并肩地进行了一次长
距离赛跑。

“食草动物种群成百上千，食肉旗舰物种
被频频目击，野生动物不再惧怕人类，这些信
号，都是对三江源地区生态恢复最有力的佐
证。”赵翔对记者说。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处长久
谢介绍，2018 年的最新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与
2013年底相比，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再度
提高约 2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 4 . 8% 提高
到 7.43%，水域占比由 4.89%增加到 5.7%。

越来越多的三江源牧民端上“生态碗”吃
上“绿色饭”，通过开办牧家乐、藏餐馆、“众
筹”加油站，瞄准外地生态自驾游群体，走上
了致富路。1 . 7万牧民当上生态管护员，每年
人均稳获收入 2 . 16万元。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
峡谷特许经营点，政府培训 22户牧民成为生
态向导。记者近日见到香港游客傅咏芹，和向
导一同前往生态体验点，在澜沧江旁上千年
历史的原始森林行进，她暂时忘记了高原反
应，“全国首个国家公园，毫不逊色于美国黄
石公园和英国湖区，能让人静下心来在感受
自然中顿悟。”

新华社西宁 9 月 13 日电

本报记者魏振央、谢希瑶、赵岫涓

六棵榉树在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道迎风
而立，那里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优质榉树采种
基地，也是林场人引以为傲的“绿色银行”。

榉木材质坚硬，高可达 20余米，为上等家
具用材。15 年前，这六棵榉树被商人看中，出价
120万元人民币，当时林场开工资都困难。
高青旺是坚决主张不卖的护林员之一。“这

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说啥都不能卖！”
高青旺今年 68岁，1957 年，高青旺跟着爷

爷奶奶从安徽省肥东县杨店乡举家迁到滁州市
南谯区大柳镇皇甫山林场。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
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宋代欧阳修《醉翁亭
记》写的正是此地。

所谓林场，却是荒山，为了植树，四处招人。
高青旺回忆：“刚来的时候，山光秃秃的，山上还
有狼，听得到狼嚎。”

“爷爷不识字，可是有眼力，大山里有林场，
林场里有饭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说。

高青旺 15岁那年，爷爷教他在皇甫山种下
人生中第一棵树，那棵马尾松现在一个人都快
抱不住了。

爷爷、父亲和他，常常天一亮就上山，干到
天黑，一起干的人也有吃不消跑掉的。“爷爷说，
要坚持，‘愚公移山’嘛。”高青旺说。

他们就这样坚持着，多时一天能种上千棵
树苗。

“爷爷他们开始干，父亲他们接茬干，到我

们这一辈，山上快绿了一半，儿子女儿他们
时，山上已有八成绿了。”

女儿高红 19岁那年，种下了她的第一棵
树，她是皇甫山林场唯一的女护林员。

护林可不轻松，风吹日晒，没节假日，除
了日常巡检，还要查看虫害，防止树木被盗和
着火。“一把火能烧掉一片林子，虫灾更要命，
几天就能把树吃光。”高红说。

“清明时节我最担心，每次得等人都走
了，才能安心回家。”高红说。她丈夫也是护林
员，20 年来，两人同在山上护林，没有发生过
一起火灾。

她曾有两次走出大山的机会，但父亲都
劝她留在林场。“当时我想出去，种树可受罪
了，实在很辛苦，每次干完活都哭着回家。”

可她还是留了下来，自带山里人的执着
和爽朗，像极了她父亲。

高红护林靠步行，半天就能走出两万多
步。“这片林子里的树，都是我亲手种下的，看
护它们就像看护自己的孩子，感情深了，不舍
得走了。”

彼时一片荒山，变为今天 6万亩林海，是
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
林景观带，约 1100种野生植物、160 多种野
生动物生存其中。

从皇甫山山顶的望火楼眺望，近林、远
山、天空，从深绿到蔚蓝，如水墨画般次第铺
散，茫茫林海，无边无际。

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空气监测器实时
显示负氧离子浓度：6000-7000 个/立方厘

米。世界卫生组织清新空气的标准是负氧离
子浓度 1000 — 1500个/立方厘米。这样奢侈
的“空气维生素”，是山中气息的标配。

皇甫山林场曾自负盈亏，职工工资、水电
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都要负担，有时职工
工资都无法保证，伐树挣钱是很容易想得到
的事。

2017 年，滁州市推进国有林场改革，
将皇甫山和周边几个林场合并，组成皇甫
山国有林场，明确了保护优先，停止了以
商业性采伐为主的经营模式，并改善林场
生产生活条件，职工工资由政府财政安
排。有了稳定可靠的政策保障，没人再想
伐树挣钱了。

“以前我都不出去聚会，人家讲我们是山
里人；改制以后，出去打工的人都羡慕我的工
作。”高红说。

林场场长刘绪香说，当初林场发不出工
资时，20万元卖棵树可是能换套房，要绿水
青山还是“金山银山”，还真让人纠结。

高青旺说：“林子护好了，可是绿色银行
啊！”

皇甫山另一边，全椒县石沛镇白庙村村
民计成军就靠着这片金山银山，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他试种的薄壳山核桃提前挂果了，
这种山里货加工包装后卖到城里，是颇受欢
迎的零食碧根果。

薄壳山核桃适合山区种植，抗病虫害能
力强，一般五六年挂果，产量逐年递增，后期
管护成本低，经济效益可观。

全椒县林业局蒯正礼时常手把手地教计
成军剪枝，剪枝技巧直接关系薄壳山核桃挂
果率，林业局在缩短薄壳山核桃结果周期、提
高挂果率和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在县林业局对口帮扶下，许多村民种了
核桃树，还套种西瓜、桃树等。

滁州市政府办公室王鹏在白庙村挂职驻
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据她介绍，树苗都是免费
提供给村民的，等到核桃成熟，工作队还帮助
村民联系销售。

据了解，地形条件制约当地大规模发展
工业、农业、养殖业，大批青壮年外出务工，有
户籍的 420户中，只有 110 多户常住在村里。

留在村里的计成军除了种植薄皮山核
桃，还上山护林，宣传生态保护和防火。他被
选为村里的生态护林员，县政府通过购买服
务对这些贫困户护林员进行补助。

“让贫困户做生态护林员，既可以让他们
稳步脱贫，也帮助了生态保护。”王鹏说。

2017年底，白庙村 38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山那头的高青旺，带着儿孙住在设施齐

备的二层小楼，每天呼吸着新鲜空气，听着林
间鸟声蝉鸣，衣食无忧。

高家院子放着一只老木桶，里面是锈迹
斑斑的镰刀、锤头、铲子、锥子，这是高青旺爷
爷当年种树的工具，现在闲置了，仿佛静静地
向人述说造林的往事。

高青旺退休了，他打算过些日子教 11岁
的孙女栽下她的第一棵树。

(参与采写：代贺、费江、杨钧、水金辰)

荒山变林海，四代人接力充值“绿色银行”

据新华社银川电(记者马俊、许晋豫、马思嘉)36 年移
民搬迁，123 万群众走出大山，陷入“盲目开垦—生态破
坏—干旱少雨—贫困落后”恶性循环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得
到喘息之机。如今的西海固，“生态长城”日益稳固，移民迁
出区“底色”由黄到绿，各地还探索在迁出区发展林下经济、
全域旅游，把好生态转化为好产业，六盘山下美丽乡村新图
景呼之欲出。

西海固位于六盘山下，囊括了固原市西吉县、中卫市海
原县、吴忠市同心县等 9个贫困县区。在西海固，贫困与生
态脆弱性成高度正相关，过去，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最多承
载 22 人却要养活 142 人。1983 年以来，宁夏组织了吊庄移
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 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将 123万
群众搬迁到靠水沿路的宜居区域。

移民过上好日子，迁出区也得以休养生息。据宁夏林业
和草原局介绍，通过造林种草，宁夏已完成生态移民迁出区
生态修复 230万亩，迁出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16%。

生态修复后，移民迁出区未搬迁的部分贫困户就地转
化为生态护林员，吴忠市同心县红湾村 53岁的锁成贵便是
其中之一。锁成贵说：“以前，村里刮点小风就起沙，下点小
雨就成洪水，村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如今，留下来的村民在
这里护林种树，靠好生态脱了贫。”

生态修复还使移民迁出区小气候有所改善。同心县扶
贫办副主任金哲说，从 1999 年以来，同心县前 10 年的年均
降水量为 230 多毫米，后 10 年为 260 多毫米，增长了近 28
毫米。在干旱的同心县，下雨就是下 GDP！

到 2020 年，宁夏将继续完成人工生态修复 150余万
亩，使移民迁出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18%。

好生态也日益成为宁夏移民迁出区发展的“本钱”。
今年 39岁的王玉兰是固原市彭阳县有名的“女强人”，

2014 年起，她在移民迁出区发展林下养鸡，有了施展拳脚的
空间。王玉兰说：“移民迁出区生态好、地盘大、人为干扰少，
现在我的养殖规模达到 3万多只，带动养殖户 60 多户。”

而这只是彭阳县林下经济的缩影。得益于 30 多年的苦
干实干，彭阳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28 . 5%，全县林下养鸡 75
万只，养殖土蜂(中华蜜蜂)1 . 3万箱。“山花节”今年共接待
游客 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 . 86 亿元。今年，彭阳县
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固原市市长马汉成说，经过多年生态建设及修复，固原
市在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谱写了壮美绿色篇章。目前固原
市森林面积 422万亩，森林覆盖率 26 . 8%。全市借此发展全
域旅游，旅游人数和社会收入近年来年均增长 20%左右。

“生态修复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旦夕之间就能毁掉多
年成果。”同心县生态林场场长杨治中说，宁夏移民迁出区
生态修复成效初显，但区域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之间
还未实现平衡，生态修复依然任重道远。

不过，不能因生态建设完全荒废了生态脆弱区的经济
开发，找到生态建设同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彻底消
灭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贫困。

对此，宁夏各地探索移民迁出区“生态友好”的发展路径，
如彭阳县在移民迁出区培育了山楂、苹果等经果林 1万亩，
同心县则在移民迁出区种植了 10.6万亩的文冠果经济林。

“为解决经果林品种少、规模小、产值低的问题，固原市
去年实施了‘一棵树、一株苗、一棵草、一枝花’的‘四个一’林
草产业工程，已建成试验示范园 17万亩，计划 2022 年达到
440万亩。我们将在山间种出产业、种出风景、种出财富，实
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马汉成说。

宁夏西海固：

移 民 迁 出 区 变 绿

产业发展有“本钱”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王贤)“原来小区乱搭乱建，道路
也不通，一下雨污水横流，垃圾堆就在居民楼中间，臭气熏
天；改造后真是旧貌换新颜，街心花园、健身器材、生态停车
位、循环沥青路应有尽有。”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桂花园社
区 75岁的居民陈晓生戴着“小黄帽”，义务在社区巡逻，维
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居住环境。

2018 年以来，为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
鄂州市按“先拆后建、先地下后地上，先民生后提升”的原
则，投入 8 亿元在中心城区 40个社区开展老旧社区整治和
改造(简称“40 工程”)。短短一年间，一个个脏乱差的老旧
社区变身为环境优美、整洁和谐的美好家园，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老旧社区普遍私搭乱建、违章建筑较多，挤压了公共空
间，破坏了人居环境，也使得改造空间受限，影响“40 工程”
有序推进。记者在东塔社区、濠塘社区、桂花园社区等地走
访，发现一片片原来的门面、私房等违章建筑被拆除，取而
代之的是一条条循环小道、一个个街心花园和一排排生态
停车位。

违法建筑拆除了，社区改造就有了空间。于是，一个个
改造工程有序实施：建设背街小巷雨污水支管、畅通排水，
修复破损道路、打通交通微循环；新建小游园，拆违建绿、拆
墙透绿、见缝插绿、阳台增绿，推门见绿。通过循序渐进的修
复、活化、培育，让旧城区老而不衰，魅力常在。

生态停车场、造型石材铺就的羊肠小路、茂密的树木，
八一小区 23 栋楼栋长潘细娥深有感触：“以前苦于场地限
制，没有地方锻炼身体，自从拆除围墙建起小游园，街坊邻
居就爱来这里锻炼、拉家常，日子有滋有味。”

“最让人感动的，是‘40 工程’真正走群众路线，不只按
施工设计图纸建设，还能根据老百姓的要求和建议进行改
进，践行了‘群众说好就是好’的改造理念。”66岁的桂花园
社区业主委员会主任熊裕忠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义务
在社区收集群众意见，带领党员群众代表开展协调工作，
“社区改造的设计图纸都要我签字，工程监督、竣工验收也
要我签字。”

“40 工程”实施中，鄂州市和施工方中建三局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充分倾听群众意见，入户走访 1 . 2万余户，
收集意见 4000 多条；组织街办、社区、党员群众代表，在每
个社区成立工作专班，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楚安说，
“40 工程”是个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始终以群众满不满意
为标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满足群众诉求。有的设计方案
改了十几遍；一个项目从设计到落地一般只要一个多月，有
的小区搞了六七个月。

随着一个个小区的竣工，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大大提升。短短一年，“40 工程”项目部就收到各街办社
区及居民代表赠送的锦旗 15 面，成了鄂州市民点赞最多的
工程。

湖北鄂州：

40 个老旧社区“整容”

“颜值”高了更宜居了

在在青青海海可可可可西西里里，，一一群群雌雌性性待待产产
藏藏羚羚羊羊正正在在通通过过青青藏藏公公路路，，过过往往车车辆辆
为为其其让让道道（（22001166 年年 66 月月 77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吴吴刚刚摄摄

确保“中华水塔”碧水东流
中国三江源生态保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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