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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中华水塔”守护人
本刊记者｜刘永恒  特约通讯员｜杜云峰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火炬接力

活动中，作为火炬手，青海省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卓乃

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青海省公安

厅森林警察总队四级高级警长赵新录

参加了火炬传递，展示了新时代青海

各族儿女秉持“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

理念和绿色感恩、生态报国的昂扬   

姿态。

美丽而神秘的三江源地处青藏高

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素有“中华水塔”“亚洲水塔”之称，

不仅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

也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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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调研

时强调，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承担好维护

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

塔”的重大使命。2021 年 10 月，三江

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全国首批、

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助力源头守护，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

“保护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近年来，青海省财政厅不断深化

‘三个最大’省情认识，牢牢把握‘三

个最更加重要’安全定位，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

策部署，生态环保财政资金投入创历

史新高。”青海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

长侯碧波告诉记者。

“十三五”期间，青海省累计争取

中央各类生态环保类资金 645.94 亿

元，较“十二五”增加 310.4 亿元，增

长 87%。与此同时，全省各级财政部

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

盾突出的情况下，不断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生态优先”，通过优化支出结构、

压缩一般性支出、统筹盘活存量资金

等方式，持续加大生态环保资金投入

力度，全省“十三五”期间生态环保

财政资金累计投入 1074.08 亿元，比

“十二五”同口径增加 474.28 亿元，增

长 79%，为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自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启动

以来，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

体制试点作为头号改革工程，成立了

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体制试

点领导小组，明确相关部门主体责任，

建立了职责清晰、分工合理的三江源

国家公园共建机制，有效调动了省、

州、县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构建了纵

青海省财政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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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贯通、横向融合的领导体制，形成

了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相互支持、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是国家赋予

三江源国家公园五大试点任务之一。

试点过程中，坚持“优化整合、统一

规范，不作行政区划调整，不新增行

政事业编制，组建管理实体，行使主

体管理责任”的原则，从省、州、县现

有编制中调整划转 409 个编制，成立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组建省、州、

县、乡、村五级综合管理实体 , 实现

生态全要素保护和一体化管理。青海

财政积极探索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将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机关及所属园

区，全部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

在中央财政资金大力支持下，青

海省财政厅积极履行财政职能作用，

通过预算统筹安排、盘活存量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等

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切实加大投入

力度。试点期间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1

亿元的国家公园试点专项资金，支持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2016—2020 年，

中央及省级财政共投入资金 44.42 亿

元，切实保障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生态

管护补助和人员与机构运转等资金需

求。同时，不断加强绿色金融创新，出

台《建立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绿色金

融工作协作机制》，充分利用三江源生

态保护基金会的“共建共享”平台，广

泛募集社会资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和

生态保护，积极构建多元化的国家公

园资金投入机制。

通过严格管控国土空间，注销退

出矿业权，以及实施一系列基础施建

设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三江源地区

水源涵养量年均增长 6% 以上，草地

覆盖率和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提高了

11%、30% 以上，雪豹等野生动物种

群明显增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生态功能不断巩固。

守护绿水青山，留住金山银山

为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统筹推

进原则，加快推进三江源、环青海湖、

湟水流域、柴达木、祁连山等“五大生

态板块”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青海

省启动实施了保护“中华水塔”行动，

三江源生态保护一期、二期，祁连山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祁连山区山水林

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青海湖流域

及周边地区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等工

程规划，规划面积覆盖全省国土面积

的 68%。“全省各级财政共计安排重点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 497.84 亿元，

占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 46%。”青

海省财政厅副厅长李生才说。

通过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

实施，祁连山生态屏障有效筑牢，“中

华水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向好，

湿地面积稳居全国首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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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得到有

效保护，普氏原羚由上世纪的 300 多

只恢复到 2700 多只，藏羚羊由最低时

的 2 万多只恢复到 7 万只左右，三江

源头重现千湖美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良好局面逐步显现。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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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按照“将生态

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与牧民增收、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的要求，

青海省级财政每年安排资金 3.7 亿元，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内实施了“一

户一岗”政策，设立了生态公益管护

岗，强化牧民群众在保护生态中的主

体作用，充分调动牧民群众保护生态

三江源生态管护员。青海省财政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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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牧民放下牧鞭，

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共享绿水青山带

来的财富。

牧民格来达吉一家原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现在有了生态管护岗的工资

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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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政府给我发 1800

元工资！”格来达吉骄傲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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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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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财政统筹中央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每年安排资金 1000 万元，

除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开展了野

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补偿试点外，

还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的基础上，通

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规模，有效拓展牧民增收

途径。鼓励牧民以投资入股、合作劳

务等多种形式从事家庭宾馆、民族演

艺、交通保障、餐饮服务等经营项目，

积极推进群众增收致富，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为守护绿水青山的百姓留住

金山银山。

为科学守护“中华水塔”，青海财

政加大投入，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技术体

系研发 ；支持三江源地区水资源承载

能力的调研 ；推动建设城镇共享信息

基础设施工程、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

可视化管理与智能应用工程等。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 始终把生态

环境保护作为国之大者，持续深化‘三

个最大’省情认识，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力度，健全完善管理机制，坚定不

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让绿水青山

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侯碧波

说。

封面故事

工作人员在三江源进行生态环境监测。青海省财政厅  供图

三江源风光。青海省财政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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