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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高地展作为 万物并秀共和谐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对于青海，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是政治责任，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此时的青海，逐绿

向前正当其时，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从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到如今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国家战略机遇叠加释放，革

新理念、先破后立，一次次探索实践成就了今天以生态保护为重的青海，生态保护

优先成为基于产业考量的先决条件。

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构建以产业“四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生态价值、生态责任、生态潜力在内在逻辑

的辩证统一中契合出最大“公约数”，“两山”转化通道持续拓宽延伸，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被生动写照。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牢牢把握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机遇,青海印发《青海省推动建立健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青海省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实现机制工作

方案》等,积极探索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路径，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转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机遇与挑战并存。

省政协委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何志认为，应建立健全产权制度，摸清

产品“底数”，全面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制定产权主体权利清单，从根

本上解决生态产品“归谁有”“归谁管”和“归谁用”等问题,形成多元化生态产品生

产和供给主体。同时，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监测机制，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摸清生态资源存量底数和流量现状,将有关指标作为绿色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价值核算机制，加快推进全省试点工作，建立省

级GEP核算体系，开展省域GEP定期核算。健全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

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和以森林植被碳储量为切入点的市场化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用水权、碳排放权交易制

度,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

青海日报记者 宋明慧

当独特的地域为青海造就了独有的自然资源禀赋，也为青海儿女赋予了维

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青海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抢抓机遇、真抓实

干，高地打造展现新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随着全省两会的如期而至，我们激情澎湃、壮志满怀。此刻，深情回望江源

大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水塔”坚固丰沛，呈现出一幅山清水秀、万物争

荣的壮美画卷，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阔步前行。

青海正在以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新高地为统领，奋力打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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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七个新高

地”，全方位推动更有力度、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好国家公园示范省，把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最好

样板，协同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全面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加快推

进昆仑山国家公园创建申报工作，高标准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在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上走在前头，国家公园已成大美青海亮丽

名片。

今天，国家公园与青海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立足江源、放眼中国，在无中

创有、有中争优，一路筚路蓝缕，成就了今天以生态为大的青海。

坚持建立国家公园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建立权责边界清晰、所有权和监

管权分离、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相向而行、良性互动、有效融合的新型保护地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全国率先建立自然保护地制度标准体系、开展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基本成型。

从启动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中国国家公园最多的省份，从率先

启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

建设，国家公园里的青海生物多样生态美。

省人大代表、农工党青海省委专职副主委张莉认为，高标准建设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是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当下的青海

正在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在因地制宜完善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规划体系

过程中，应注重人才需求培养，通过在省内理工院校开设重点课程提供有力人

才支撑。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有利于青藏高原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集聚区和独特景观遗迹得到全面系统保护。张莉表示，为更好体现青海在

全球的生态地位，应在青海理工大学（筹备）科学课程设置时，考虑开设国家公

园建设与管理专业，不仅有利于加强本土人才队伍培养，也可进一步凸显本地

大学特色。

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维系着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青海是生物

多样性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

大手笔投入、大力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湟水流域到三江源

头，从青海湖畔到祁连山下，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当绿水青山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生物多样性拓展

了广阔空间，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2023年随着青藏高原雪豹保护联盟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外合

作，携手开展雪豹研究与保护，推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示范和引领。

作为青藏高原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重要雪豹栖息

地，青海着重加强雪豹等珍稀物种的监测调查和系统保护，高原旗舰动物

雪豹种群数量持续恢复，并在全省8个市州均有发现。

省政协委员、省动植物检疫站高级兽医师张沛说，精准真实的全国雪

豹种群和现代青藏高原雪豹实际数据，是携手开展国内外合作和跨地域

雪豹研究与保护的关键。种群分布占比较高的雪豹数量及新成立的青藏

高原雪豹保护联盟，为青海构建国家雪豹保护和科研大数据平台、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引领提供了坚实的数据采集先决条件。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新雪豹评估，青海省雪豹适宜栖息

地约为47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的25%，青海省雪

豹数量约为1200只。

张沛认为，应发挥青藏高原雪豹保护联盟职能作用，开展全国雪豹种

群和数量本底调查，采集精准数据，并积极争取在我省构建全国雪豹保护

和科学研究大数据平台，有效整合“青藏高原雪豹保护联盟”成员单位行

政资源，与帕米尔高原、天山地域，大青山、贺兰山地域，云贵高原、四姑娘

山地域等重要雪豹栖息地开展合作，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高效组合，

形成数据共享机制，高质量服务国家雪豹基础研究、雪豹保护规划科学编

制、建立国家多种形式的雪豹保护地体系和开展国家合作，切实加强雪豹

保护力度。

国家公园名片亮 生物多样生态美 逐绿向前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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