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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打造自然保护地典范

■文/黄 豁 史卫燕 李琳海 王金金

雪山接天际、冰川镶云边，湖泊似星
罗、湿地如棋布……青海的各类型生态要
素完备，是享有“山宗水源路之冲”美誉的
大美之地。这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
启动区。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
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把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是党中央
赋予青海的重大职责使命。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
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青
海现有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27.28万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39.16%，占全国自
然保护地总面积的14.74%。

对青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健
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2024 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强调，“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
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2016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时强调，“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搞好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2021 年 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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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指导意见》，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全面部署。当月，
青海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启
动共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示范省。

《青海省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的实施方案》《青海省推进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现代化建设总
体规划（2023—2035 年)》《青海省自然保
护地优化整合方案》……青海出台系列文
件作出部署，以改革精神持续推动自然保
护地管理体制创新，以系统思维构建万物
并育、和合共生的生态治理格局，推动“两
山”转化成就生态共富、成果共享，全力打
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
保护地典范。

青海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青海坚
守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
理念，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抓手，坚持
规划引领，为打造健全具有国家代表性和
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制度体系，
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经验。

体制试点体系示范

青海，是“中华水塔”守护者。每年，
600 亿～900 亿立方米优质淡水从青海奔
腾而出，滋养华夏大地。坐拥 510万公顷
湿地，青海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影响力最大
的生态调节区。这里也被誉为高寒生物种
质资源库，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之一。

近年来，青海以“分类科学、布局合
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为目标，坚持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建设占地面积大、管理最
严格、发挥世界级保护价值和功能的自然
保护地。

构建科学合理、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

三“核”引领，先行探路。建设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青海的优
势得天独厚。2016年至2017年，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接连落地青海。2021年10月，三江源国
家公园正式设园，成为全国首批、排在首
位、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高寒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国家公园。目前，祁连山国家公
园设园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
公园创建工作正在高水平推进中。

作为三个国家公园的在建省份，青海
出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建构方案等 18
项制度办法，发布自然保护地建设规范等
4 项技术标准，在探索形成规范统一的自
然保护地制度标准体系方面拿出“青海方
案”——

突出国家公园的核心引领作用，持
续带动周边自然保护地联网成群、互通
互联互鉴；着力加强自然保护地片状区
域间生态廊道建设和保护；协同推进三
江源生态屏障、祁连山生态屏障、柴达木
盆地、泛共和盆地、河湟谷地五大区域内
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实现点、线、面一
体化系统保护。

划定红线，有力保护。青海将整合优
化后的自然保护地，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
极脆弱区域，以及目前基本没有人类活动、
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生态空间，划入
生态保护红线。目前，青海共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29.64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
三江源和祁连山地区、柴达木盆地和环青
海湖地区，少量分布在河湟谷地。其中，各
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达90.25%。

整合优化，布局成型。为稳妥解决自
然保护地交叉重叠、范围不清以及历史遗
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冲突，青海于 2019年 3
月在全国率先启动自然保护地调查评估和
整合归并优化工作。当地对原有各类自然
保护地开展综合评价，按照保护区域的自
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
整和归类，实现一个保护地、一套机构、一
块牌子。

目前，青海全省 109 处各级各类自然
保护地已整合优化为 7类 83处，包括 2处
国家公园、17处自然保护区、64处自然公
园，总面积 27.28万平方公里，其中国家公
园20.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自然保护地总
面积的 7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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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保护地体系基本成型。

完善权责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
管理体制。

针对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地、国家
（国际）重要湿地等各类生态功能区在管理
上各自为政、互不融通问题，青海持续创新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具有青海特
点的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创新管理体制，横向
减少管理部门、纵向压缩管理层级，实现

“一把尺子量到底，一块牌子管到底”。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青海整合试
点范围内 6 类 15 个保护地及相应管理机
构，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同时，对
园区所涉四县进行大部制改革，整合各部
门生态保护管理和执法职责，设立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涉及 4
县市 20 个乡镇 119 个村（牧）委会。为充
分发挥基层村组织的力量，祁连山国家公
园青海省管理局以国家公园内社区村两
委为依托，探索建立“村两委+”社区共建
共享模式，以生态保护、生态科研、生态文
化为抓手，不断延伸国家公园管理的“末
梢神经”。

青海湖国家公园构建“管理局-管理
分局-保护站”三级管理体系，实行管理局
与地方干部交叉任职，形成省州县乡上下
联动、横向贯通的管理运行体制。

探索措施有效、保障有力的协同联动
模式。

自然保护地建设涉及多个行政区和
职能部门，实现措施有效、保障有力的治
理效果，必须充分动员“条块”力量，实现

协同联动。
纵向上，青海与国家林草局、西藏建立

联席会议制度，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
区域，形成统一政策、统一规划、分别管理、
分别负责的“两统一、两分别”工作机制。
加强与甘肃、西藏、新疆等省（区）的沟通协
作，加大跨区域联动保护执法力度。

横向上，青海深化林草部门与公检法
司等各部门的高效协同，创新探索衔接有
序、措施有效、保障有力的联动模式，推动
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一体运行。强化
林草部门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
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健全完善综合执法长
效机制，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
监督，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确保自
然保护地生态安全稳定。

一体保护系统治理

湖中，半河清水半河鱼；水上，北归候
鸟翩跹嬉戏；岸边，普氏原羚撒欢腾跃……
青海湖的裸鲤资源蕴藏量达12.75万吨，普
氏原羚数量达3400余只，栖息水鸟数量达
60.6万只。近年来，荒漠猫、白唇鹿等珍稀
物种重新回归视野，过去难得一见的黑颈
鹤、黑鹳、大天鹅等频频亮相。万物并育，
吟唱蓬勃的生命之歌。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青海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全要素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打造高原高寒高海拔地区生态
修复新模式，守护好自然生态，保育好自然
资源，维护好生物多样性。

全链条守护“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

完成五级河湖长体系建设，覆盖三江
源、青海湖、黑河等全部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出台水资源刚性约束、节约用水等制
度，确保“中华水塔”丰盈；深入实施长江经
济带和沿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
专项行动……青海强化源头责任、干流担
当，坚持大保护大协同，构建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系统治理体系，推动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共同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治
理生态。

近五年，三江源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
面积净增加 309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年
均增幅 6%以上，长江干流连续 5 年、黄河
干流连续 3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保水、增水、净水核心功能持续增强。

全要素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筑牢生态
安全屏障。

青海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项目，是我国“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先期启动的五个试点
之一。当地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最严管控措
施，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区域内
水源涵养功能明显增强，冻土稳定性不断
提升。

与试点前相比，当地植被面积增加
51.27平方公里，2/3以上植被呈总体改善
趋势，植被初级生产力提升 12.67%，生态
系统固碳释氧量增加 7.7%，植被生态质量
指数提升 7.3%，地表水水质总体呈Ⅱ类以
上，生态环境呈现新面貌。

青海坚持全要素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统筹实施各类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提升生
态系统稳定性。

当地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呈现“双缩减”态势。青
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十年来，青海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337万亩，全省一半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
得到有效治理。

扎实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青海
完成天然林保护与营造林、退化草原修复
等治理修复任务，增厚“绿色家底”。以三
江源国家公园为例，目前这里林草覆盖率
达到 69.4%以上，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

度由不足20%增加到80%以上。
全方位探索生态修复模式，重塑高原

高寒高海拔地区山水底色。
裸鲤是青海湖特有的指示性物种，对

维持生态链安全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
要。2002 年到 2023 年，青海湖裸鲤资源
量增加近 46倍。“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封
育。”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
久谢说，青海于 2021 年启动第六次封湖
育鱼，为期10年。

青海顺应自然规律，实施严格保护保
育，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统平衡。与此
同时，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
手段，努力寻求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
方案，切实推动实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

为了让数千万亩植被退化的黑土滩重
现“生命绿”，青海培育披碱草、冷地早熟
禾、中华羊茅等本土草种。“我们积极探索
示范推广草种组合搭配、配方施肥、有害生
物防控等技术，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提供
强有力科技支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草
原管理处处长张洪明说。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青海通过围栏
封育、种草改良、鼠害防治等举措，累计完
成退化草原保护修复4744万亩、草原有害
生物防控7474万亩。

据监测，2024年全省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 58.56%，比 2020 年的 57.44%提高
1.12 个 百 分 点 ；中 度 以 上 退 化 草 原 从
27194.15 万亩下降为 18850.24 万亩，减少
30.68%，其中黑土滩退化草原从8342.72万
亩下降为 6239.44 万亩，减少 25.2%，美丽
青海成色更足。

全时段开展科研监测，技术赋能建设
智慧自然保护地。

红外相机清晰捕捉青海湖流域珍稀野
生动物活动轨迹；无人机巡护提高祁连山
国家公园管护员工作效率；监测方舱车通
过卫星传输格拉丹东冰川画面，让人不出
家门就能看到长江源头“一滴水”的形成过
程……科技手段的应用，让自然保护地建
设更智慧。

青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在青海开展
系统性环境监测曾是个难题。近年来，青
海开展全时段科研监测，实时掌握自然保
护地内物种变化、人为活动等信息，为精准
开展全省草地退化，黑土滩、黑土坡恢复治
理等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2016年，青海启动建设“生态之窗”远
程观测系统。经过持续建设，如今通过高
清摄像头，千里之外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
点击鼠标、切换画面，就能实现对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实时监测。

从最初的6个观测点位扩建到现在的
76个，“生态之窗”将“中华水塔”的大美风
光逐帧呈现，积累的珍贵画面和相关数据
也逐步应用到江源气候、生态环境分析研
究中。

生态为民共享福祉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自
然保护地建设的一大突出特点。青海以
保护自然、服务人民、永续发展为目标，
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
一，打造自然保护地共建共享、和谐共生
的典范。

聚力共建，守护美丽家园。2020 年，
与林海雪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白海云，成
为青海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管护员。他的工作，是与其他15名
管护员分班组，对面积为10.79万公顷的保
护区开展实地巡护。

看着山林叠翠，听着鸟鸣啁啾，白海云
说：“守护自己的家园，再苦再累也值得”。

青海按照生态保护需求设立生态管护
岗位，优先安排原住居民就业，并建立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
制，有效强化基层管护能力。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 17211 名
生态管护员。青海全省共设置草原、森林、
湿地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 14.51 万个。
2024 年，青海落实生态护林员劳务报酬、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退耕还林政策补
助17.15亿元，吸纳4.48万农牧民参与林草
工程，越来越多人从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
态管护者和获益者。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关键。对于世代居住在国家公园
内的牧民而言，参与生态管护和建设是我
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一大亮点。”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局长邱纪春说。

“两山”转化，吃好“生态饭”。清晨，洁
白的云朵缭绕在山间，蔚蓝天幕下，灰色房
顶的琉璃瓦房反射着银光。一排排富有特
色的民居，沿着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
坡上。登高放眼，远处牛心山上的积雪清
晰可见。

这个静谧的村庄叫拉洞台，位于祁连
山下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八宝镇。依
托祁连大草原壮美风光，土生土长的李长
峰在山东援建资金支持下，在村里开了一
家名叫天境星空居的民宿。“夜晚，游客们
在房间就可以与星空对话。”李长峰说。目
前，拉洞台村273户村民中，已有65户利用
自家民房开起民宿。

青海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扶持和规范原住居民从事环境友
好型经营活动，在自然保护地控制区内
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
验、生态旅游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
美生态环境、优良生态产品、优质生态服
务的需要。

每年“五一”到“十一”期间，众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登山“发烧友”向海拔 6178 米
的玉珠峰进发。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曲麻河乡昂拉村，牧民才丁做登山向导，一
周能挣近4000元。

昂拉村共有 458 户、1286 人。在体育
部门和当地政府支持下，村里培训了近 20
名登山向导，一些牧民从事后勤保障、司
机等与登山相关的工作。仅在 2023 年，
昂拉村的登山产业相关收入就接近 120
万元。

涵育素养，增强生态自觉。“现在道路
通了，科技也发达了，有很多专家来三江源
科考。我也想知道，家乡的水源地怎么变
多了？远处的冰川为什么会融化？”2016
年，玉树藏族自治州牧民巴洪加罗组建志
愿者队伍，对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聂恰曲
开展水源观测。

9 年多来，这支以长江源区古冰川遗
址“索布查叶”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已发展至 140 多人。借助先进技术和设
备，巴洪加罗和团队成员记录冰川周围
767处水源、125个湖泊、70个不冻泉的位
置、水深等数据。

为进一步提升公众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意识，青海大力培育弘扬生
态文化，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

青海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青海国家
公园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青海省自然教育大纲》，并于 2022 年设
立第一批 31处国家公园示范省自然教育
基地。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
例，这个面积达 158 万公顷的自然保护
地，已累计接待自然教育访客超过 10 万
人次。

“青海将在完善自然保护地规划体系、
打造现代化自然保护地、推动共建共管共
享等方面持续发力，把国家公园示范省‘金
字招牌’举得更高、擦得更亮。”青海省林业
和草原局局长杜平贵说。

（供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青海湖景
区保护利用管理局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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