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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冬天巡林，在冰滩上摔倒是

常 有 的 事 儿 。”石 玉 虎 说 。 记 者

跟随护林员们，小心翼翼地走过

一片冰滩，冰滩的一边是山，一边

是崖，这是到达今天巡林点位的必

经之路。

石玉虎告诉记者，巡林的山路并

不好走，遇见冰滩是常事，有时候碰上比

较陡的坡，还需要手脚并用。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在巡林路上，护林员总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护林员管海鹏回忆，有一年夏天去巡林，5

个护林员分成两组上山。当天山里雾气重，又下

着雨，上山后很难辨别方向，管海鹏凭借着多年

经验回到了管护站。然而，另一组的两位护林员

却迟迟未归。大家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

才在西营河附近的牧民家里找到了两位迷路的

护林员。

三岔资源管护站位于祁连山的中部，林区总

面积 6620 公顷。

近年来，永昌县加大对祁连山环境保护的力

度，祁连山矿山全部关停，牧民有计划退牧还草，

让祁连山的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时下，山里的气温缓慢回升，到了正午，比较

薄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冰滩尽头有一条小溪正

汩汩流淌。

护林员柴仲梅说：“这些水一直流下去，汇成

一 条 河 ，最 后

汇入金川峡。”

柴 仲 梅 是 三

岔 资 源 管 护 站 的 3

位 女 护 林 员 之 一 。 柴

仲 梅 的 父 亲 也 是 祁 连 山 里

的 护 林员，所以巡林对从小就经常进山的柴仲

梅而言，已是家常便饭。“我要和父亲一样，守住

这片林子，让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很

自豪。”

（二）

林中一阵持续的飞禽叫声引起了所有人的

注意，循声向天空望去，只见一只雄鹰展翅划过

天空。

由于常年巡林的缘故，护林员早已对山林中

的动物了如指掌，仅凭叫声和雪地上的脚印，就

能大致判断出是什么动物。

柴仲梅边走边向记者介绍：“以前马鹿、蓝马

鸡、岩羊、猞猁等动物都比较少见，现在生态环境

好了，野生动物多了，有时候还能看见成群的岩

羊在山梁上跑。”

在护林员们努力守护祁连山林区的漫长岁

月里，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

效保护，林草植被覆盖度越来越高，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也越来越多。

1 月 3 日，三岔资源管护站在回收红外相机

时，发现了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雪豹的珍贵

影像，这是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永昌段首次拍摄

到雪豹。

这几年，护林员还在巡山中多次救助受伤的

野生动物。三岔资源管护站站长张得团说，一

次，他在三岔资源管护站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国家

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蓑羽鹤。

为了及时救助蓑羽鹤，永昌东大河自然保

护站的相关负责人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将受伤

的蓑羽鹤送往甘肃武威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

业救助。

除了蓑羽鹤，三岔资源管护站的护林员还

救助过马鹿、狍子等野生动物，这些年来，他们

和野生动物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对这片林子有

着无限留恋和不舍。

（三）

三岔资源管护站护林员的年龄都在 50 岁以

上，他们默默无闻地在祁连山里坚守了大半辈

子，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从 20 来岁入职到即将退休，护林员是他们

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

份工作。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

2023 年，管护站新来了一位 90 后护林员，

名叫李婧雯。

管护站的 8 位“师父”对她关爱有加，手把手

给她传授巡林技巧。

巡林的路上，护林员吕宏随手抓起地上的积

雪在手掌中不断摩擦，他告诉李婧雯，这样做是

为了在低温下使手不至于被冻伤。

遇到大型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在山中该如

何辨别方向？

……

一路上，李婧雯对山林格外好奇，问了吕宏

很多问题，吕宏都一一耐心解答。8 位年长的护

林员都在细心照顾着李婧雯，希望用她的所学让

祁连山的生态得到更好的保护。

及时掌握管护辖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

源情况、森林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和报告森林有

害生物、制止乱捕乱猎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植物

的违法行为……这些都是护林员的工作日常。

他们常常天还没亮就带着干粮和水壶出发，

巡林回来已日落西山。

日暮时分，回到管护站的石玉虎在《巡林日

志》上写道：“今天天气晴，巡林时没有发现异常，

雪地里有野生动物的足迹，林子里马鹿的叫声在

祁连山中回响……”

守 护 祁 连 山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韦德占

站在玛曲县尼玛镇“天下黄河第一弯”的观

景台上，玛曲黄河犹如一条银色的哈达，从天际

缓缓飘来……

“这几年，河堤更绿了，河水也更清澈了，这

就是保护黄河生态的最好‘答卷’。”玛曲县水务局

水政监察大队队长道吉塔告诉记者，玛曲县建立

了河长巡查制度，实行村级河长周巡查、乡镇河

长月巡查、县级河长季巡查，全县 127名县乡村三

级河长对黄河支流及干流沿线形成网格化管理

模式，确保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作为黄河上游的水源涵养区，在甘南，一代

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不懈努力，守护着黄河上游

的生态环境。

手提纺织袋，手握铁钳，弯腰捡拾垃圾……

玛曲县欧拉镇牧民卓玛加布给人印象深刻。

2003 年开始，卓玛加布投身于保护母亲河

的行动中，捡拾垃圾，保护母亲河。20 多年的

时间里，卓玛加布还组织起了一支环境卫生志

愿者队伍，和广大牧民群众共同守护着家乡的

碧水蓝天。

“我们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我希望她每一天

都是清澈干净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卓

玛加布说。

如今，卓玛加布又创办了玛曲蒋朵肥料加工

有限公司，发展牛羊粪有机肥加工产业，公司有

机肥日均生产能力 300 吨，年生产能力达 10 万

吨，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代代甘

南人以上游担当之责守牢绿色底线，深入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取得实效：草原沙化退化

得到有效遏制，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江河流量调

蓄等功能持续增强，水源涵养和生态功能得到有

效提升，草原畜牧业转型发展实现草原增绿、牧

民增收，甘南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

牢固。

2023 年，甘南州紧紧围绕甘南黄河上游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

整改为重点，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

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州环境质

量稳中向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站在玛曲黄河特大桥东侧，2000 多亩阻沙

林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这地方曾是高达 10 余

米的沙丘。我们通过整治沙丘、覆土，种植灌木

山生柳、一年生燕麦，多年生披碱草、早熟禾等植

物，实现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减少了入黄泥沙

量。”玛曲县自然资源局高级工程师马建云说。

2024 年初，甘南州提出了突出团结和谐、

山川秀美、项目支撑、绿色发展、民生福祉、凝心

铸魂“六个聚焦”，实施稳定大创建、生态大保

护、交通大突破、产业大增效、民生大改善、作风

大转变“六大行动”，加快建设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先行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

撑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们计划投资 1.5 亿元，实施退化林

修复、封山育林、退化草原治理等黄河上游重点

区域生态项目，促进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继续实施迭部、舟曲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提升长江上游水源涵养

功能。稳妥开展林业草原碳汇开发，落实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省内上下游市州间签订补

偿协议。完成首次林草种质资源普查，落实长

江十年禁捕、黄河五年禁渔制度。”甘南州生态

环境局局长罗永诚说。

甘南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

薛砚 通讯员董囿希）去年以来，兰州市西固

区林草局以“增绿护绿用绿”为目标，围绕国

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巩固、国土绿化、生态

修复、资源管护、项目建设等工作，持续打造

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先行区，全区生态建设治

理水平持续稳步提升。

2023年，西固区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组织开展全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共栽植各

类苗木 2.5 万余株，新增改造城市绿地 16 公

顷，全面承接南山路、西沙小游园、北滨河路

西延段等 7 处 11.91 万平方米绿地，累计造林

700 亩。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至 4.45%，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 53.6%，同比增长 2.8%，城市

绿化覆盖率达 38.08%，同比增长 0.27%。

西固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区乡村三级共

有林长 128 名。累计构筑防火隔离带 144.12

公里；检疫各类花卉苗木 1225 万株，产地检

疫率达 100%；森林草原火灾和有害生物防

治工作在全市林长制考核中排名第一。

西固区关山林场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工

程，8500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在达川、金

沟、四季青、西柳沟等地全面完成林草湿地 7

个 样 地 监 测 。 实 施 草 原 禁 牧 和 草 畜 平 衡

23.37 万亩，持续加强 1.56 万亩湿地巡护监

测。在四季青街道杏胡台村道路沿线和脑地

沟区域，完成森林植被恢复造林 427 亩。同

时，陇中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项目 1.1 万

亩退化林修复和 5000 亩乔木林造林有序推

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1.5 万亩开工建

设，3000亩草原植被恢复项目顺利推进。

2023 年，西固区林草局荣获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等部门联合授予的“节约型机关”

称号，金城公园获评全市五星级公园。

西固区多举措推进林草生态建设提质增效

本报临夏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

王虎）记者从临夏州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

年来，临夏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加快建设野生动植物信

息化保护体系，多举措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

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据了解，目前，临夏州野生动物有 43 目

212 科 763 属 1110 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1

科 26 属 44 种 。 维 管 束 植 物 105 科 416 属

940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3 科 26 属

38 种，野生木本药用植物 10 科 24 属 43 种，

野生草本药用植物 52 科 116 属 162 种。

临夏州健全州县乡村四级林长制责任

体系，持续加大林草资源管护巡护，强化涉

林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对破坏森林资

源违法及非法捕猎、出售、收购野生动物等

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加强黄河三峡湿地等

11 个自然保护地保护工作，建立跨区域监测

管理保护网格，加强湿地迁徙越冬候鸟保护

工 作 ，设 置 越 冬 迁 徙 通 道 ，丰 富 种 群 数 量。

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本土生物灾害和野生

生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掌握致害物种种群数

量，科学采取应对措施。加大对受伤、迷途、

病弱野生动物救助力度，去年共救助并放归

野生动物 13 种 47 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6 只、“三有”保护动物 41 只。

临夏州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增加

近年来，嘉峪关市始终坚持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不

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如今，从城市到乡村、从小

区到工厂 ，房舍之间 、道路两旁 ，步步见绿 、处处如画 。

城市与祁连雪山相望、与蓝天白云相映，尽情展示着嘉

峪关市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建设成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通讯员 李巍

嘉峪关：绿水青山润民生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嘉峪关市东湖生态旅游景区。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巍

本报泾川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

田丽媛）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锦鸡

现身泾川县王母宫大景区，它们时而啄食、

时而嬉戏，绚丽多彩的羽毛在白雪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美丽。

红腹锦鸡又名金鸡，被称作“鸟中小凤凰”，

雄鸟毛色艳丽、体态优雅，为我国所特有，栖息

于海拔500至2500米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

和林缘疏林灌丛地带，也出现于岩石陡坡的矮

树丛和竹丛地带，冬季常到林缘草坡、耕地活动

和觅食，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2016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近年来，泾川县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不断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科学

开展造林绿化，森林植被持续恢复，多种珍

稀野生动物频频出现。

红腹锦鸡现身泾川县王母宫景区

本报武威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

金奉乾）近日，武威市凉州区 2024 年生态及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在西营镇“碑岭嘉园”安置点举行。

今年，凉州区计划投资 1.85 亿元，在西

营、张义、金山、谢河、松树 5 个镇实施生态及

地 质 灾 害 避 险 搬 迁 ，集 中 力 量 解 决 772 户

2856 名群众住房安全问题。同时，大力发展

特色种养产业，加大迁入区“水电路暖讯”等

基础设施和托幼、养老、学校、医院等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条件，

让群众“搬”出好日子，“搬”出幸福感。

近年来，凉州区抢抓中央和省市实施生

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机遇，聚焦“搬

得出、稳得住、有业就、生活好”的目标，整合

涉农资金，高位谋划实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金山镇“整镇

搬迁”经验在全省推广。项目实施以来，各

级财政累计完成投资 3.29 亿元，共建设生态

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 9 个，搬迁

安置群众 1317 户 4489 人。

凉州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集中开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闫瑾 田红娟

春寒料峭，祁连山被茫茫

白雪覆盖，寂静的山林中没有

一点声响。

护 林 员 石 玉 虎 、柴 仲 梅

等 人 正 在 狭 仄 的 山 林 小 道 上

前 行 ，留 下 一 串 串 或 深 或 浅

的脚印。

他们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永昌东大

河自然保护站三岔资源管护站

的护林员。日前，记者跟随这

些大山中坚守多年护林员的足

迹 走 进 了 祁 连 山 ，探 访“ 守 山

人”的护林日常。

◀石玉虎（前）和其他两名护林员正在祁连山上

巡林。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新木 于钦馨

▲栖居在嘉峪关市草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的天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