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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于瑶、靳赫、
     苏醒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
自然地理分界线。它由
北至南，犹如一堵天然
巨壁，阻隔了腾格里沙
漠的东侵，守卫着宁夏
平原。
　　暖春时节，位于贺
兰山腹地的石嘴山段大
磴沟内桃花竞相开放。
不远处的山坡上，一群

“植绿人”挖坑换土、放
置树苗、提水浇灌……

“山下的桃树是我们前
些年种的，桃花盛开时
层层叠叠，今年我们又
来到山坡上，打算让这
煤渣山也披上绿装。”宁
夏石嘴山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工作人员师学峰正
在 贺 兰 山 上 种 下“希
望”。
　　很难想象，这片桃
花盛开的地方，曾是贺
兰山生态环境破坏和污
染最为严重的区域。
　　贺兰山富含煤炭、
硅石等矿产资源，森林
资源总面积达 27600
公顷，动植物资源丰富。
5 年前，大磴沟内散乱
分 布 着 5 0 家 煤 炭 企
业，既有露天开采形成
的 5 处大型矿坑，还有
连绵不断的 10 余座渣
山，灰尘弥天、污水横
流、山体植被遭破坏。
这样的“疮疤”不止一
道，“靠山吃山”的传统
粗放式发展，令这座宝
山伤痕累累。
　　猛药去疴才能彻底
整改，刮骨疗伤方可祛
除“病痛”。重拳整治、
系统修复、持续提升…… 2017 年以来，宁夏打
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对自然保护区内 169 处
人类活动点开展专项治理，矿业权全部退出，
53 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自然保护区外围重点
区域综合治理，所有露天煤矿关闭退出，45 处
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点位全部完成整治。
　　停产整改、关停取缔等措施带来的效果立
竿见影，但复杂生态系统的修复不能一蹴而就。
针对大部分治理区域海拔较高、土层浅薄、降雨
量少等情况，2021 年起，宁夏按照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等措施，逐步恢复贺兰山自然生态功能。
　　“5 年来，宁夏先后投入各类资金近 150
亿元，治理修复面积 40.5 万亩，退出煤炭产能
1600 万吨，贺兰山老旧矿区‘黑乱差’状况彻底
改观，重点区域‘散乱污’现象得到根本扭转。”
宁夏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崔奇
鹏说。
　　贺兰山，有了眉清目秀的新气质。2021 年
6 月，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被列入自然资源部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推荐的 10 个中国特
色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之一。
　　作为贺兰山环境整治重点区域，石嘴山市
今年提出“立下愚公志、绿化贺兰山”，坚决打好
绿化贺兰山攻坚战，推动生态修复提档升级，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支撑。
　　“围绕贺兰山石炭井沟 8 处矿山生态环境
治理区，石嘴山市组织百余家单位启动了‘贺兰
山分片包植增绿’活动，今年计划植树 1.2 万
亩，将于 4 月底完成。”石嘴山市自然资源局副
局长吴韶山说，从矿区关停整治，到内外一体化
生态修复，再到治理成果系统提升，通过不懈努
力，一定能让贺兰山披上绿装。
　　抚平“疮疤”，荒山秃岭又现绿色、野生动物
回归山谷，贺兰山正转变成一座生态趋于平衡
的“守护山”。
        新华社银川 4 月 13 日电

新华社记者吕雪莉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省南部，
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每年向中下游
输送 600 多亿立方米清洁水，有“中华水塔”
之称。
　　在上世纪末，因气候暖干化和不合理人为
活动，三江源的生态一度退化恶化，河流频频断
流，湖泊大量消失，野生动物锐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的重点改革任务。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2016 年 3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是国家赋予
三江源国家公园五大试点任务之一，也是最大
难点。
　　青海省在试点中，将过去分散在林业、国
土、环保、住建、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
理职责进行整合，建立了以管理局为龙头、管委
会为支撑、保护站为基地、辐射到村的新型生态
保护管理体制。同时，建立园地协同运行机制，
推动园地间形成共建合力。
　　“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间‘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国家公园建设得到了地方的大力支持。”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湘国说，过去一
直是“林”管林，“草”管草，“水”管水，整合后，弥
补了监管不到位的短板，实现了系统管护。
　　近年来，“7·26 ”非法捕杀藏野驴案、“8·
23 ”非法采金案等大案要案得以接连破获，都
是生态管护员在巡护中发现的线索。黄河源园
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韩常鹏表示，这在过
去是难以想象的。
　　记者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全面启动以来，取得多项国内第一：第一个发布
林地、草地、湿地、地表水四大自然资源本底报
告，第一个完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颁

布施行第一个由地方立法制定的国家公园条
例……
　　在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同时，千百
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吃上了生态饭。
　　“这些年，湖面越来越大了，再也不用赶
着牛羊去别处放牧了。”44 岁的尼玛扎西家
住扎陵湖北岸，是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的
牧民。多年前，因黄河断流牛羊吃不上水，他
们家曾不得不远走他乡。而今，他成为一名
生态管护员，一边放牧，一边巡护湖泊和
草场。
　　“像尼玛扎西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在三江
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有两万多名。”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在生态保护第
一的前提下，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机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最大
的亮点。
　　青海省财政每年拿出 3.7 亿元资金，落
实“一户一岗”政策，园区内每户有 1 名生态
管护员，户均年收入 21600 元，有效调动了
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保护生态和民
生改善实现“双赢”。
　　这些年，青海省抓住青藏高原气候暖湿
化的窗口期，实施黑土滩治理、退化草原补
播、封沙育草、湿地保护等工程，实现增草、增
绿、增水；园区内 48 宗矿业权全部退出，实
施生态修复，抚平生态疮疤……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三江
源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千湖重
现，生态全面好转。

　　据 2021 年 8 月发布的《2020 年青海省
水资源公报》，近年来，青海三江源向下游输
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米，2020 年度
输送水量为 954.98 亿立方米。
　　 2021 年初，在全国 10 个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验收评估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名列首位。
　　勇担“国家使命”，肩负“源头责任”，三江
源国家公园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改革和探
索，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宝贵
经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
说，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但
仍需要在摸索中不断完善，“这项改革依然任
重道远”。  新华社西宁 4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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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3 月 7 日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拍摄的岩羊。
         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青海：“合力”守“水塔”，生态护长流

  ▲这是 2020 年 8 月 22 日拍摄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草原。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摄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格桑朗杰、王泽昊）
4 月的傍晚，金色的霞光洒落在绵延的草原上。
远处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时而低头进食，时而
迈步奔跑。
　　这里是被称为人类“生命禁区”的羌塘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 5000 米以上，也是独
特而顽强的“高原精灵”生长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多措并举保护生态环境，取得良好成效。如
今，一幅“最美第三极”的画卷在藏北草原缓缓
展开。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

　　西藏双湖县城以北的亚阿木管理站内，前
夜生起的火炉早已熄灭。随着黑色的羊粪倒入
火炉，屋内开始暖和起来。
　　作为亚阿木管理站最年轻的管护员，24 岁的
洛桑日达经常早起生火。“燃料最常用的还是动物
粪便，火炉是双湖这地方的标配。”他说。
　　双湖县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
国海拔最高县。这里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
的 40% ，每年 8 级以上大风天数 200 天以
上……
　　作为一名管护员，洛桑日达和另外 7 名队
友是这片无人区的守望者。
　　每日清晨，洛桑日达和他的伙伴们便骑着
摩托车向着无人区深处进发。一本记录本、一
支笔、一包糌粑和牛肉干、一副望远镜，就是他
们的常用装备。他说：“我们平常最多会行进
100 多公里，有时看到被铁丝网困住的野生动
物，还会进行救助。”
　　“我们的工作通常都是巡逻和记录。”洛桑
日达说，“每次巡逻我们都会对沿途遇到的藏羚
羊、藏原羚、狼、棕熊等野生动物的数量、种群、
性别进行分类和记录，以便更好地监测野生动

物数量的变化情况。”
　　走进亚阿木管理站，墙上挂满各类野生
动物科普图和各式保护标语，让记者印象深
刻。“我们平常还会前往牧民家中分发科普材
料，让牧民也了解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副
站长达嘎说。
　　 2015 年 7 月，西藏开始羌塘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据了
解，目前自然保护区内共有 73 个管理站、
780 名管护员。“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望者，
喜欢远远地望着这些‘精灵’自由地奔跑在
这片属于它们的土地上。”达嘎告诉记者，近
几年来明显感受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在好
转，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数量逐渐增
多，“这些年我已经多次见到雪豹，这在我小

的时候不可想象”。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羌塘南部人口及
家畜数量的快速增长，牧民向羌塘腹地的无
人区搬迁。
　　但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加强，野生
动物数量的恢复性增长让当地群众犯了难，

“这往后人、草场和野生动物三者之间的矛盾
该如何化解？”
　　数据显示，1990 年以来，羌塘高原 87%
的家庭经历过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其中包
括雪豹、棕熊等野生动物对人类日常生活的

“发难”，以及日益凸显的草畜矛盾。

　　为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难题，让部
分牧民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过更舒适的生活，
给野生动物腾出“家园”，2018 年 6 月，西藏
开始实施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
　　“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把藏北高寒
草原还给它们，让它们更好地生存。”牧民仁
增说，他们一家 2018 年从那曲市尼玛县荣
玛乡搬迁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
　　人退草进。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
资源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全区 80% 以上的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
有效保护。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
物，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近年来，西藏境内一些高原特有珍稀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得到明显恢复。截至目前，
藏羚羊由 5 万只增加到约 30 万只，黑颈鹤
由不到 3000 只上升到 8000 多只，野牦牛、
棕熊、狼、沙狐等野生动物数量也有明显增
加。西藏已累计投入 121 亿余元全力实施
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我国面积
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
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栖息着藏羚羊、
野牦牛、藏野驴、雪豹、黑颈鹤等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 10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21 种，被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如
今，当游客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
缘经过时，不时与藏羚羊、藏野驴的美好邂逅
让人喜出望外。
　　这样的景象，是阿里地区先遣乡扎布管
理站副站长琼努一直期盼的事情。他说：“这
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如何更好地保护野生
动物，是我们应当去学习和实践的，这也是我
们留给后辈最珍贵的宝藏。”

新华社记者张璇

　　追求塑造管道的“力与美”、把管道角度误
差做到 1 度以内…… 1999 年出生的杨应政是
安吉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通过学习、提升技
能，收获了他的精彩人生。
　　就在 2019 年 8 月，杨应政代表中国队参
加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项目的
比赛，以精湛的技艺夺得该项目的银牌，这也是
我国在此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记者见到杨应政时，他正在学校教学车间
里，手把手教授学生如何做好规定角度的钢管
煨弯工艺。这位才 23 岁的教师看起来与学生

相差不大，却以他精湛的技艺令学生们折服。
　　杨应政家在浙江湖州安吉的农村，他的父
母希望他考上重点高中，而后考上大学成为城
市“白领”。然而，那年中考，杨应政的分数只
够念普通高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决定走
职业教育这条路，进入了安吉技师学院。
　　“这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亲在当地
开了一家家电维修的小店，从小我就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电机设备，喜欢动手，对于一些元
器件或者一些设备比较感兴趣。”杨应政说。
　　学校老师看到杨应政很喜欢钻研，又很
有上进心，选拔他参加学校的技能队。“当接
触到‘管道与制暖’项目后，我发现这是个全
新的领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攻克这里面
的技术难关。”
　　这个项目上手虽容易，但对精度要求很
高。例如管道搭建的精度误差不超过 2 毫

米、水平垂直度误差为 0.5 度。杨应政举例
说：“铜管焊接工艺需要操作者在火焰烧铜管
的同时进行温度把控，但铜管在软钎焊的时
候钎料有毛细作用，把控难度很大；钢管煨弯
工艺需要把角度误差控制在 1 度以内，但不
锈钢材质硬，会有很大的回弹量。”
　　因此，每个操作都需要他无数次的重复
训练，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和努力。通
过训练，杨应政在技能训练队中脱颖而出。
　　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参加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五进二的选拔比赛中
出现失误，无缘进入下一轮的国家集训队。
但他没有放弃，当被告知有机会冲击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时，他毫不犹豫决定再试身手。
　　备战的日子，十分辛苦。“尤其是看到周
边同学朋友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己每天在
训练场地里默默地付出，会有失落感。但是

拿到一定的成绩后，确实也是对自己长时间
努力的回应。”杨应政说。之后，他获得“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曾经杭州有一家企业想高薪聘请杨应
政，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在母校任教。“我更希
望回学校接触最前沿的技术，将自己的技能
和参加比赛的心得经验传递给学生。”杨应政
这样给自己定位。
　　如今，杨应政每天工作忙碌而充实，除了
在安吉技师学院为学生授课，他还在校内的
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项目国家集训基
地指导学生训练。
　　“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杨应
政说，“通过我自身这个例子，也改变了周围
很多人对于职业教育的看法，毕竟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
      　新华社杭州 4 月 14 日电

杨应政：一个“ 90 后”“全国技术能手”
我 们 的 新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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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奔跑中的野牦牛（2021 年 9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伟 大 变 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