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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巴塘草原上捡拾垃圾的生态管护员。刘永恒 摄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南

有“中华水塔”三江源，北是“中国西

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作为

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

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

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保护

区面积约39.5万平方公里，涵盖了青

海大部分藏区，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关系到国家生

态安全。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双赢，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双向转化通道， 青海财政坚持完善政

策体系，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积极探

索生态扶贫模式，通过改善生态推动

脱贫攻坚，使绿水青山成为群众脱贫

致富的最大靠山。

守护绿水青山的“先锋队”

初秋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草

原，牧草茂盛，野花如云。家住玉树市

巴塘乡铁力角村的牧民格来达吉，像

平日一样跨上摩托车，前往草原深处

开始一天的工作。2016年，格来达吉

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当地

政府的安排下，格来达吉成为一名生

态管护员。

“我的工作就是守护草原。巡逻

时要查看禁牧的草山上有没有牛羊进

去吃草，有没有乱捕野生动物或乱挖

野生植物的行为，还要注意防火、捡

拾垃圾。”格来达吉很自豪地说，“每

个月政府给我发1800元工资！”有了

生态管护岗每年2.16万元的工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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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加上退牧还草生态奖补、产业发

展收入等，格来达吉一家年收入超过

30000元，实现了脱贫。在铁力角村，

像格来达吉这样放下牧鞭、吃上“生

态饭”的牧民还有上百人。

2015年，青海省在三江源综合试

验区内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藏族

自治州的22个县（市）及三江源、可

可西里和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设

置了900多名湿地生态管护员，对保

护区内的湖泊、河流和人工湿地展开

巡护，为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重大作

用。2016年，青海省将生态管护公益

岗位设置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科学

实施，整合草原、湿地、林地管护员制

度，制定出台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

制相关政策，新增岗位管护员全部从

当地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聘

用，一岗一人，基本保证三江源等重

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农牧户每户有劳动

能力、具备条件的1人从事生态公益

管护工作。对农区重点林区、贫困人

口较多的地区，适当增加生态管护岗

位，使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一户

一岗”，稳定就业。截至目前，在三江

源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累计设立生态公

益性管护岗位8.5万个，每年投入财

政资金17.2亿元，其中安排贫困人口

2.97万人，每人每月按照1800元工资

标准发放，极大地促进了牧民们转岗

就业、增收致富和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正在村里入户检查管护日志的玉

树市森林公安局局长才仁文次告诉记

者，生态管护员的年龄大都在18至

55岁，按照管理要求，他们每个月巡

山次数不少于24次，每天撰写管护

日志，观察和记录牧草长势，对管护

区内违规违法破坏环境资源和偷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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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要及时制止和上报。“我们还将

18岁至35岁的生态管护员纳入民兵

队伍，把军事训练与生态巡护工作相

结合，让他们担负起草山管护、打击

盗猎、护林防火、抢险救灾等多重任

务。”才仁文次说，“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时，生态管护员们响应迅速，地情

熟悉，成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和坚强

战斗堡垒。” 

持证上岗、按月领酬、年终考核、

动态管理……牧民们逐渐由草原利

用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的管护者、捍卫

者，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先锋队”，

同时三江之源的自然环境也在悄悄发

生着变化。生态管护员索南文钦说，

十多年前那个鼠害成灾、黑土滩蔓延

的草原不见了，牧草更茂盛了，河水

更清了，巡逻时遇到的野生动物越来

越多了，牧民们的腰包也更鼓了。“所

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守好我们的雪

山草原。”

传统畜牧业的蜕变和新生

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青海省内有4亿多亩可利用草场，大

多数位于三江源区、环青海湖地区。

青藏高原高寒缺氧的自然生态环境孕

育了牦牛、藏羊等独具特色的优势畜

种，是青海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的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长久以来，陈

旧的畜牧业经营模式和日益加剧的草

场退化，使传统畜牧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并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群众增收也陷入瓶颈。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拉格日

村，海拔高，人均草地少。过度放

牧——草地退化——牲畜减产，原始

粗放的放牧方式不断加剧人草畜矛

盾，最终的结果是生态被破坏，牧民

致贫。这一恶性循环几乎是青海牧区

的缩影。

为改变以往一家一户传统的分

散养殖模式，2011年，拉格日村探索

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发展生态有机畜牧

业，组建生态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村里推进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专业合作社转型为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以牲畜、草

场、资金折股量化的方式，带动全村

181户牧户实现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

股金、牧民变股民的转变。合作社下

设天然草场放牧组、良种牦牛繁育组、

本地藏羊高效养殖组、商业经营组4

个小组，实行统一轮牧、统一配种、

统一养殖、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分

群养殖的“五统一分”经营管理方式。

近三年来，财政部门向合作社投

入各类扶持资金1400余万元，实施

了合作社能力提升建设、有机畜产品

生产基地、牧区畜用暖棚等项目，极

大地了改善畜牧生产条件。在各级政

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合作社通过划

区轮牧、分群饲养、种草养畜等科学

高效养殖举措，彻底改变了过去牲畜

“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

环，实现一年四季有序出栏，大幅提

高了经济收益，同时有效解决了牧民

惜杀禁售的难题。2019年，通过牲畜、

草场、现金入股方式，全村牧户入社

率达到98.9%，牲畜及草场入股率分

别为98.8%、95.9%，合作社总收入

1200万元，实现分红570万元，户均分

红31666.67元，年底人均总收入达到

15385.02元，51户288名建档立卡脱

贫户人均增收6242元。

牛羊交给了合作社，放牧了一辈

子的牧民们做什么？合作社组建28

个牛羊饲养小组，每组配备1—3名饲

养员，其中吸纳贫困户47人，在人均

每月1500元基本工资基础上，结合年

度绩效按劳取酬。结合雨露计划、新

型职业农牧民技能培训等项目，对剩

余121名劳动力开展短期实用技能培

训，采取一对一就业服务指导，安排

从事出租车、推销畜产品等工作，年

收入在8000元到6.5万元之间，实现

了多渠道就业、多元化增收。合作社

还投资100余万元在西藏拉萨开设了

有机畜产品直销店，不仅把好水草养

出的好牛羊直接送到了用户餐桌，还

玉树市森林公安局长才仁文次入村检查管护日志。刘永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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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多名社员的就业问题。

黑土滩慢慢消失了，青青的牧草

又回来了，拉格日的村民们亲眼见证

着草原的变化。“生态+畜牧+扶贫”

模式的探索，不仅让青海畜牧业获得

了蜕变和新生，更让牧民们切实享受

到了绿水青山带来的福祉。

吃上绿色能源的“阳光饭”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原

因，高寒地区新型产业培育困难，青

海省贫困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但同

时，青海省光照资源丰富，荒漠化土

地资源充足，有发展光伏扶贫产业的

巨大优势。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青

海财政从生态保护和全省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着眼，大力支持推进光伏资产

收益扶贫项目落地实施，抢抓光伏扶

贫政策机遇，把光伏扶贫产业作为村

集体经济“破零”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优势主导产业，纳入“清洁能源

示范省”建设布局，不断扩大建设规

模，使之成为贫困村贫困人口持续稳

定增收的新引擎。如今，青海已有五

成以上贫困人口吃上了“阳光饭”。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扎滩

乡，一排排巨大的蓝色光伏板，正把

高原上强烈的阳光转换成电能，源源

不断送到千家万户。“我们全县34个

贫困村都实施了光伏扶贫项目。村民

们都说，以前只想过上能点电灯的生

活，没想到如今不仅用上了各种电器，

还吃上了阳光饭。”尖扎县副县长海洋

告诉记者。

青海省积极争取国家“十三五”

第一批村级光伏电站容量指标47.16

万千瓦，采取“政府投资、联村建站、

项目到县、确权到村”模式，按照贫

困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到1622个贫

困村，并重点向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

地区的玉树、果洛、黄南等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目前，青海已实现了光伏

产业在39个贫困县（片区县）建档立

卡贫困村的全覆盖，除必要的运维和

管理费用外，收益全部用于向贫困村

分红。据统计，按目前电站运营情况，

村级光伏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每年可向

贫困村村集体分红超过30万元，其中

60%重点用于支持贫困村进一步改善

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强化

基层党建、帮扶贫困家庭及培育特色

产业，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夯

实了基础。

要扶贫，先扶志；要脱贫，先脱

懒。为有效规范光伏扶贫项目收益分

配，青海省连续出台多项制度办法，

要求各贫困村项目收益的40%由村集

体负责按照“就地就近、因地制宜”原

则，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以奖代补、

以工代赈等形式，积极引导贫困群众

逐步完成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

贫”、从“靠伸手”到“靠双手”的思想

转变，积极参与道路维修维护、季节

性清洗光伏组件等工作，通过劳动增

加家庭收入。同时，要求每一个公益

性岗位都要有制度规范和管理办法，

工资按岗计酬、技高多得、多劳多得，

按月发放，防止泛福利化、一发了之。

截至2020年6月，全省已设置光伏产

业公益性岗位23927个，更多贫困人

口和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劳动吃上“阳

光饭”。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光伏电站选

址有效利用戈壁荒漠、黑土滩和荒山

荒坡，全部采取高支架农光互补、牧

光互补模式，在节约后期管理成本的

同时，实现综合利用土地叠加效应。

实践证明，光伏板吸收大量太阳辐射，

有效降低地表水分蒸发，土壤墒情好

转，加上在电站维护过程中充分发动

贫困户参与光伏阵区种草，生态得到

快速修复，昔日的茫茫戈壁滩，因光

伏电站的建设而变成了优质牧场，“光

伏羊”成为致富新产业，进一步拓宽了

贫困村和贫困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

三江源头水长清。青海财政将继

续坚持把生态扶贫产业作为优先支持

方向，探索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走出一条财

政支持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相辅

相成的路子。

青海地处高原，光照充足，发展光伏产业条件优越。 刘永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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