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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健生 袁 琳

昆仑巍峨，绵延千里；江河奔流，

万古不息。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的

青藏高原，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

塔”，既是国家安全屏障，也是亚洲生

态屏障和全球气候屏障，综合发挥着

涵养水源、防沙保土、生物多样性保育

和碳汇等重要生态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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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来抓，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国家重托，历史使命。青海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保护生态环

境、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

任，深入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

创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等国家级战略工程，

着力打造“生态安全屏障、绿色发展、

国家公园示范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七个

新高地，努力让大美青海成为美丽中

国最靓丽的名片。

展现生态作为
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是青海

的生态作为，更是牢固树立生态保护

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重要抉择。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将举全省之力保护“中华水塔”，

率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2016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三江源

成为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

是唯一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国家

公园。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

族自治州等4个县及可可西里被纳入

试点范围。2016年6月，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

作为青海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落地生根的重大实践、重要抓

手、战略布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

革试点已成为全力打造保护生态、民

生改善、绿色发展、和谐稳定的中国特

色的国家公园，为全国提供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的“青海经验”。

经过5年艰辛努力，青海举全省

之力圆满完成了体制试点任务。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迈入“国家的公园”起始建设发展的关

键5年，将继续坚持中央改革要求、勇

于不断创新，使国家公园的生态资产

真正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资

本和“金山银山”，使“中华水塔”真正

实现永续稳固而丰沛。

纵观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青海革新理念、果敢创新，统筹处理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从体制机制

创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置等多方

面入手，因地制宜，先后实施一系列原

创性改革。

从2008年提出“生态立省”战略

到践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考察时提出的“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

求和“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再到2018

年进一步提出“一优两高”战略及

2019年首届国家公园论坛发布《西宁

共识》，充分彰显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者的担当与责任、决心与努力。

今天的青海，已构建起了“四梁八

柱”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全国率先出

台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和

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

系列实施意见。三江源、祁连山国家

公园试点工作扎实推进，已步入设园

关键阶段。打破“九龙治水”局面，彻

底解决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理顺

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关系，

不仅是青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功

实践，更是青海贡献于全国国家公园

建设的经验和模式。

彰显生态价值
引领绿色发展之路

我国最大咸水湖——青海湖地处

青藏高原东北部。正午时分，在青海

湖二郎剑景区，高原的阳光慷慨地播

撒着温暖，青海湖碧波荡漾，游客们正

沿着湖岸线，寻找着最佳留影地点。

赤麻鸭、棕头鸥、渔鸥等鸟类在天水之

间自在地翱翔、欢叫……

5月29日，“保护青海湖、我是志

愿者——我在青海湖畔有棵树”公益

林植树活动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

行，来自青海湖景区管理局、青海大

学、环湖民族中学等单位的近300名

志愿者聚集在青海湖畔，团结协作种

下近2000棵树苗，让碧水蓝天、群鸟

飞翔的青海湖畔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旅

游管理处处长陈德辉告诉记者，“十

四五”期间，将重点打造“一屏六区一

平台”，即构建青海湖国家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示范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

态文明制度创新示范区、绿色发展示

范区、优秀生态文化传承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打造全国重要的生态体

验和自然教育平台，争当青藏高原生

态文明高地的“头雁”和典范。

1975年，青海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建立；2008年，青海省启动实施《青海

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规

划》；2019年，青海省政府与国家林草

局共同启动了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将青

海湖全面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据统计，目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

藏量较实施保护前增长38倍，森林覆

盖率由6.3%提高到7.5%，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达到57.4%，普氏原羚由20世

纪末的300多只恢复到现在的2700

多只。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把青海的生

态价值观展现得淋漓尽致。经过多年

的努力，独具“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多

样化生态地理要素的青海湖，其原真

性、系统性、完整性得以存续，生态环

境整体持续向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日益显现。

此外，青海湖的生态旅游品牌也

在进一步巩固提升。环湖自驾游、骑行

游、徒步游成为新兴业态，湖泊草原自

然观光、观鸟观鱼生态研学、民俗文化

风情体验等生态旅游产品深受青睐。

从启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

串联起生态保护“成果链”，青海于

2019年6月启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目

前已启动三年行动计划，青海湖也揭

开了建设国家公园的新篇章，向着中

国最美湖泊国家公园努力“开跑”。

挖掘生态潜力
循环经济方兴未艾

盐湖、油田、气田、有色金属……

青海遍地都是宝。如何把传统资源消

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

资源的循环发展经济？

青海省副省长杨逢春表示，坚持

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发挥青海的生态资源优势，聚焦推动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服务构建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努力将

青海打造成为全国生态产业产品重要

集散地，助推青海、服务全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

作为青海全省发展循环经济的主

战场，柴达木盆地是个“聚宝盆”。有

人说，这里既有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

的油砂，也有用勺子就可以舀出天然

结晶盐的盐湖。

柴达木盆地分布有30多个盐湖，

盐湖资源丰富。其中，察尔汗盐湖是

我国最大的可溶性钾镁盐矿床，其钠、

镁、钾、锂的储量均居全国之首。丰富

的生态资源，是青海走高质量发展道

路的重要依托。

随着“十四五”开局，立足“三个最

大”定位，青海将着力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积极发掘生态潜力，在保护好生

态的前提下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让生

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察尔汗盐湖钾、钠、镁、锂等各类

资源总量达600亿吨。这预示着巨大

的开发潜能和经济价值。”中国科学院

青海盐湖研究所所长吴志坚告诉记

者，20世纪60年代，老一辈盐湖人怀

揣着产业报国的梦想，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靠人拉肩扛生产出我国第一袋

钾肥，开启了中国钾肥工业的序幕。

如今，经过几代盐湖人的艰苦创业、锐

意创新，盐湖资源实现了从单一的钾

资源开发到镁、锂、钾、钠、氯齐头并进

的循环经济模式，衍生出一个跨行业

耦合发展的产业集群，盐湖资源彻底

实现“吃干榨尽”。同时，凭借科技创

新推动盐湖资源梯级开发，走出了一

条“以钾为主、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的

多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产业互通是打通经济发展的“动

脉”。青海当前正在兴起的太阳能、风

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也将

成为未来的竞争优势。在“十四五”期

间，青海将继续利用自身环境优势，践

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青海是清洁能源资源最为丰富

的地区之一，开发潜力巨大。太阳

能资源10亿千瓦，风能总储量超过

4 亿千瓦，水能资源总蕴藏量接近

2400万千瓦，是中国陆地可燃冰和

温度超过200摄氏度干热岩的首次

发现地。

“依托清洁能源资源富集优势，青

海在海西州、海南州分别建成3739兆

瓦并网光伏电站和850兆瓦水光互补

电站，装机规模均为全球最大。”青海省

海西州发改委能源科科长马超程说。

为打造国家能源产业高地，海

西州依托资源优势，深入发掘清洁

能源产业开发潜力。目前，海西州

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可达 90%以上。

同时，为保证电力稳定平滑送出，提

高调峰调频能力，海西州加快储能

项目建设，有效破解清洁能源调峰

调频瓶颈。

“目前，全州并网储能9.2万千瓦，建

成国内首个电源侧单体最大储能5万千

瓦时电站和首个电网侧高原电化学共

享储能3.2万千瓦时项目。”马超程说。

清洁能源产业正成为青海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截至

2020年底，青海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3637万千瓦，年均增长超过20%，占

比由2015年的 80%提高到超90%。

5年来，新增电力装机全部为清洁能

源，开创全国先例。

发挥生态优势
构建合作共赢“朋友圈”

2000多年前，祖先们开辟了一条

横贯东西方文化与贸易的通道——

“丝绸之路”。从历史走到今天，作为

“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以及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上的重

要节点，青海如何利用优势补足短板，

为持续发展找准“支撑点”，利用区位

优势走出去？

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雅林表

示，青海极具资源优势、民族优势、生态

优势等特色优势。要做好积极融入国

家战略谋发展这篇“大文章”，就必须利

用优势“走出去”，以“大开放、大投资、

大视野”高姿态站位，加快培育和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

一块藏毯，架起了青海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桥梁。

自2004年起，中国（青海）藏毯国

际展览会已经举办了18届，成为国际

知名的地毯专业展览会。而即将于6

月6日召开的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

态博览会，可以说是藏毯展的升级创

新。“我们提高站位、扩大规模，进一步

促进国内外企业的深入交流，让产业

更加相通、文化更加相融。”李雅林近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青海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

也日益活跃。乌拉圭、冰岛、肯尼亚、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

坦、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尼泊尔、蒙

古国、西班牙等都是青海近几年紧密

合作的国家。

此外，自2014年以来，青海都会

举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

贸合作会议，与“一带一路”中有关国

家政要、驻华使节开展高层对话、商界

交流、洽谈商务，就推动互联互通、健

全完善工作机制、继续深化务实合作、

积极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达成共识。

“我们坚持生态为魂，搭建国内外

生态领域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宣传

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推介青

海生态特色优势产业产品，进一步推

动青海省对外交流合作和开放，不断

扩大青海在国际范围内的‘朋友圈’。”

李雅林说。

相通则共进。作为“一带一路”的

重要支点，青海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

决心驱动下，敞开胸怀拥抱世界，为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力。

展现生态之作为，三江源、祁连山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顺利通过评估验

收，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蹄疾步稳；

彰显生态之价值，青海湖实现了

从生态退化恶化逆转到持续向好的华

丽“蝶变”，“中华水塔”更加丰沛，每年

将输送逾600亿立方米清洁水源滋润

华夏大地；

挖掘生态之潜力，生态经济、循环

经济引领青海经济发展新潮流，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发挥生态之优势，敞开大门“走出

去，请进来”，经贸合作风生水起。以

“一带一路”为绢帛、以创新合作为笔

墨、以共谋发展为气韵，青海绘制的对

外开放合作共赢发展长卷正徐徐展开；

……

今天的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不断彰显“三个

最大”省情魅力，统筹“五个示范省”建

设，强化“四种经济形态”引领，在确保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担当作为中，努

力让绿水青山出“颜值”，金山银山有

“价值”。

守 三 江 水 护 万 物 源
——青海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报道

生态博览会将立足青海独特的区

位优势，通过聚集生态领域先进的产

业产品和前沿理念、技术成果，搭建国

内外生态建设成果共享互鉴、生态产

业融合发展、生态产品贸易融通、生态

价值转化合作的国际平台，为国内生

态领域企业寻找商机、对接需求牵线

搭桥，推动国内外生态领域资源和要

素有序流动、高效共享。

通过举办国际生态博览会，青海

省一方面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另一方面助推国际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融合转型，促进

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携手

共创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互鉴合作新

思路新机遇，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

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

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青

海贡献。

互鉴交流 融合开放

首届生态博览会聚焦生态主题，

注重互鉴交流，彰显融合开放。

生态博览会前夕，记者走进青海

国际会展中心，国际展区、国内展区、

青海展区和国内外精品地毯展区均已

搭建完成，来自国内国外的参展商已

陆续开始布置展台。

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的展馆设

计是生态博览会一大亮点。以“山水

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为设计理

念，展馆设立了主宾省展区、绿色科

技展区、绿色生活展区、节能协会展

区、绿色产品展区、绿色产业展区。

各区以多个抽象点题的节点景观设

计呼应分区特色，使全区既统一在绿

色环境中，又各有特色便于识别。主

入口的主题形象区以三江源作为博

览会的主题景区，很好地呼应了展会

主题，也展示了青海在生态地位、生

物多样性和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成效。展厅柱子进行了绿植包

装，犹如一棵棵大树；展位之间的大

部分隔断也采用了和分区特色对应

的绿植。“这些绿色元素组合在一

起，共同营造出全国唯一的景观开

放式、生态美好的展会空间。”北京

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利

禾设计院景观三院院长黄智慧说。

在这如公园一般的展区里，观众

不仅能领略一大批知名企业展示的

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生态

综合治理、新能源发展、节能环保等

行业领域的新理念、新成果、新业态、

新产品、新技术，还可以在500平方

米的体验馆和生产生活产品展示区，

感受科大讯飞智能机器人互动交流

体验。

青海展区，将运用图文视频、大

数据、动态三维影像、场景模型、VR等

技术方式，全面展示青海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保护“中华水塔”、全面

强化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生

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生态文

明制度、生态安全”五大体系，打造“生

态安全屏障、绿色发展、国家公园示范

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

制度创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七个新高地的

实践成果。

藏毯展区，设置了藏毯融入百姓

家庭的家居式场景体验区、蒙古国特

色地毯及风土人文体验区，无疑是这

次展会的一大看点。

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共建生态

文明，共享发展成果”主旨论坛，青

海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论坛、“无

废城市”建设论坛、国际地毯产业绿

色发展论坛、有机枸杞论坛等主题

论坛。

同时，还将举办清洁能源及盐湖

产业、绿色有机产品、青海生态旅游资

源等国内外产业产品企业专题对接、

集中签约等一批投资商贸活动。

6月6日，首届中国（青海）国际生

态博览会将正式开幕。16个省区市政

府代表团、商贸团，以世界500强企

业、国内央企、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国内

外生态领域近800家企业，部分驻华

使节外交官、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

和部分国外企业驻华经营机构，将共

赴这场“生态之约”。

三江之源的生态博览会，将向世

人昭示中国人民厚植绿色发展“底

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

心，与世界分享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

生态文明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不懈努力。

青海湖畔 曼拉更藏 摄

独具“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多样化生态要素的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