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张掖市区向南遥望，横亘的祁连山

脉，一条条蜿蜒的冰川冲出山谷，涓涓滴水

汇聚成河，一路流淌，润泽着河西走廊的绿

洲、城市和乡村。

市区北郊，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众

多游客。漫步其间，芦苇摇曳，水鸟翩跹，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场景。“这片

湿地就是从祁连山上流淌下来的全国第二

大内陆河——黑河造就的。这里拥有 3 万

多亩天然湿地，生活着 197 种植物和 116 种

野生动物。大家在游览时要注意保护好小

动物哦。”暑期，公园工作人员正忙着迎接

一拨拨前来研学的团队。

从昔日杂草丛生的乱石滩，到如今张

掖生态环境的加湿器、制氧机，张掖国家

湿地公园十几年的生动变化，成为甘州

区大力推进湿地保护修复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公园已累计完成退耕还

湿 地 3163 亩 ，恢 复 湿 地 植 被 5000 多

亩，疏浚渠系 23 公里、河道 4 公里，在

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将守牢湿地生态环境安全底

线，加强湿地资源管护，更好发挥湿地管

护员作用，巩固整改整治成效，保护好这片

湿地资源。”甘州区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李鹏说。

黑河缓缓流经张掖境内，在这里形成

了总面积 4.1 万公顷的张掖黑河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张掖市全面推进

黑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绿色健康

的林水生态体系，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

堤稳的治理目标，保障了黑河流域经济社

会和生态安全。

纵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自东向西流

淌的黑河，阻挡了北部腾格里、巴丹吉林、

库木塔格三大沙漠的汇 合 南 侵 。 几 十 年

来 ，张 掖 人 民 凭 借 着 顽 强 的 毅 力 和 不 屈

的 韧 劲 ，在 荒 漠 戈 壁 栽 树 种 草 、封 沙 育

林、修路通电，将荒山变成青山，让沙漠披

上绿装。

沿着黑河临泽段驱车向西而行，两岸

树草郁郁葱葱。一道道“三北”防护林迎风

挺立，抵御着沙漠侵扰。“以前春天风刮得

很大，经常是头天栽的树，第二天全都被沙

埋了，只能重栽。”临泽县林业局原局长王

福明的话语充满坚毅，但是大家不怕苦、不

怕累，真的是拿出了战天斗地的精神。

1978 年以来，临泽县通过实施“三北”

防 护 林 工 程 建 设 等 重 点 生 态 工 程 建 设 项

目，采取荒漠植被封育、工程治沙、人工造

林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风沙治理进一

步向沙漠纵深推进，建成长达 187 公里的绿

洲外围防沙固沙阻沙林带，绿洲向沙漠延

伸 3 公里至 14 公里，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保障了绿洲

生态安全。

在板桥镇金沙湾沙漠旅游度假营地，

游客或攀爬至沙山顶巅，享受“冲浪”魅力，

或驾驶越野车在连绵不绝的沙海驰骋……

临泽县通过招商引资，在此打造集旅游、观

光、科普、餐饮、娱乐于一体的金沙湾沙漠

旅游度假营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感受沙

漠风情。

“我是从酒泉自驾游过来的，景区的玩

法很多，体验感很强。”游客张胜利说。

在沙漠外围，壕洼村 1.37 万亩制种玉

米陆续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片丰收的忙

碌景象。

黑河途经青海、甘肃、内蒙古，其干流全

长 821公里，流域面积 14.29万平方公里。

张掖坚定扛牢黑河中上游责任，严格

落实“全线闭口、集中下泄”黑河水量统一

调度制度，2000 年以来连续 24 年完成黑河

分水国家战略任务，累计调水 275.3 亿立方

米、占来水量的 61.3%。

如今的黑河两岸，一幅“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美丽画卷缓缓铺展开来。

碧波奏响“和谐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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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2023 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

321.06 万 亩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67.73 万 亩 ，中 药 材 、果 园 、油

料 等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58.43

亩。张掖市做好农业节水

文章，有效提高水资源利

用 率 ，更 好 实 现 节 水 和

增收双赢。

——甘州区通过调

整产业和种植结构，全

面压减高耗水作物，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112 万

亩、水肥一体化面积 97.5

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提升至 0.625，实现

亩均节水 200 立方米，建成

全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

——为加快推进地下水超

采区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

集约水平，高台县创新提出修建“港

湾式”地表水泵池置换地下水措施，提高

地表水利用率，压减地下水开采量，为超采

治理探索了“新路子”；

——山丹县将节水管理与效益引导相

结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实施水

利项目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改善用水环

境为出发点，谋划梳理重点水利项目 59 项；

——民乐县采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大

数据计算田间最佳灌水量，使高标准农田

实现精细化、定量化灌溉，实现智能管理、

远程可视、精准节水，推进智慧农业示范点

建设……

“在使用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智能

灌溉系统后，马铃薯全生育期每亩用水 200

立方米，用水量比以前减少一半，更有利于

现代农业节本增收。”近期，在民乐县高标

准农田智能灌溉精准节水示范项目现场的

物联网控制中心，张掖市众智众创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韩程鹏说。

张掖市深入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启

动建设新时代全国节水型社会新标杆，推

行水资源总量控制和预算管理，被水利部

确定为全国 10 个水预算管理试点地区之

一，深化水权、水价、水管体制“三项改革”，

强化农业结构调整、节水农田建设和智慧

灌溉技术推广，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35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 71%，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15，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年节水量超 3 亿立方米，全市黑河水用

水量由分水前的 76%下降到去年的 38%。

漫步在张掖市区，路畅、街净、树绿、水

清……如今，张掖市通过精细化管理，不断

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市民群众“推窗见绿”

“出门入园”，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这道墙一拆，下楼走几步就是南大池

公园。每天我都和邻居一起做养生操锻炼

身体。”初秋清晨，家住甘州区南大池片区的

老人徐万保，一大早便来到公园健身散步。

从“绕道入园”到“推窗见景”，发生在

身边的可喜变化，让徐万保深有感触。

“去年我们启动南大池片区老旧小区集

中连片改造工程以来，拆除片区内围墙、锅

炉房、门房、杂物房，重新敷设供水、通讯等

管网，增设活动健身器材，架设监控设施，建

设停车场，群众的幸福感日益增强。”甘州区

东街街道甘泉社区党委副书记王雪说。

路边，林荫绿道随处可见；街头，鲜花

绿植扮靓城市空间……这是甘州区加快建

设“见林显绿露水、生态宜居宜游、特色魅

力独具”森林城市的缩影。

2014 年，甘州区城市绿地养护面积约

31 万平方米。今年，这一数字一路攀升至

305.9 万平方米。10 年间，绿地养护面积扩

大了近 10 倍。

今后，张掖将坚定当好守山者，加快构

建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守护好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争创

“两山”示范区，扩大林草碳汇项目开发交

易成果，推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区域

碳汇、集体林权等市场化交易，建设全省首

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把绿

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城乡打造“美丽新图景”

从空中俯瞰，深秋时节的山丹马场一

片金黄，羊群悠闲觅食，好似珍珠洒落。远

处高耸的祁连山脉连绵不绝。从平羌口峡

谷奔涌而出的滔滔河水，在茂密河柳的簇

拥下，注入宝石般的鸾鸟湖。

“太美了！”游客徐磊禁不住赞叹道，山

丹马场闻名遐迩。在这里饱览壮美风光，

近距离感受长鬃飞扬、四蹄生风的奔马表

演，大饱眼福。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掖段占总

面积的 76%，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段占总

面积的 27.3%。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

大见成效，这幅生态蝶变新画卷映照出张

掖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

安全屏障，坚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的

自觉和担当。

上高山，寻牧民，访干部，向张掖大地

要答案。

肃南县城，隆畅河南岸，全省首个以国

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类科普馆——祁连山

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开馆迎客。在生命乐

园展区，小叶忍冬、高山野决明、红棕薹草

等近 400 件植物标本依次排开，呈现在游客

面前。

每一张植物标本签上，科名、属名、种

名、采集地点、采集人等信息一目了然。这

些植物标本多数由曾在肃南县草原工作站

工作的安国庆采集制作，在他面前就像老

朋友一样。

“哪类植物在哪片区域生长，我心里大

体都有数。”安国庆说。安国庆的底气来自

十几万张彩色植物照片、两本厚厚的《甘肃

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植物图鉴》、书角已被

翻烂的《中国主要植物图说》和几十本记满

笔记的本子。

从小时候的草原生活，到高校草原系

读书、县草原工作站工作，再到退休后又受

聘参与完成对张掖市境内的植物调查，安

国庆与草木打了一辈子交道。

“祁连山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这里一

草一木的生长习性和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均

有差异。你只有真正走进祁连山，认识祁

连山，才能更好地去保护她。”安国庆对近

年来祁连山的生态蝶变深有感触，“现在环

境真的变好了。”

连日来，在肃南县大河乡西岭村，牧民

迎面碰见都会问上一句“你年底到哪去借

牧？”“联系好了吗？”所谓“借牧”，就是在冬

季来临前，将牛羊从高海拔的大山和草原

赶往河西走廊的农区越冬，在春季气温回

暖后再带回草场。

西岭村村委会副主任柯海兵介绍说，

冬春季节河西走廊农区气温高、草料足，羊

的成活率比在冬季牧场高。这期间，草场

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了生态。

去年以来，肃南全县 借 牧 牲 畜 数 量 达

到 35.44 万 个 羊 单 位 ，实 现 增 收 992.32

万 元 。

同样，山丹马场通过坚定不移走生态

良 好 、生 产 发 展 、生 活 富 裕 的 绿 色 发 展 道

路，绿色转型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

—— 实 施 易 地 安 置 和 新 产 业 向 山 下

转 移工程、生态项目建设，辖区内水源涵养

功 能 持 续 提 升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盖 度 从

80.34%提高到 85.36%，野生保护动物频现。

—— 着 力 打 造“ 规 模 种 植 + 特 色 养

殖 + 绿 色 食 品 加 工 + 生 态 旅 游 ”产 业 链 。

2023 年经营业绩持续增长，营业收入、净

利 润 较 2019 年 分 别 增 长 34.4% 、

205.84%……

祁连山下生态持续向好，产业“多点开

花”，山丹马场职工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张掖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 路 径 。 实 现 35.1 万 亩 林 地 和 400 万 亩

草地碳汇交易，成为西北首个林业和草原

碳汇均交易成功的城市；挂牌首发祁连绿

色产业发展基金，创新推出“GEP 贷”等金

融新产品和“碳普惠+募资造林”等投融资

新模式。

青山绘就“绿色新画卷”

张掖市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张建暄 郭沛良

苍翠的青山，碧绿的河水，美丽的城

市，走进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仿佛

融入一幅多姿多彩的生态美丽画卷。

近年来，张掖市持续拓展绿色空间、提

升绿化质量、扩大“碳库”容量、丰富绿效业

态，探索“一组一院三中心六机制”张掖模

式，走出了一条筑牢绿色屏障、提升绿色质

量、厚植绿色优势的实践之路。

祁连山下，民乐县南丰镇炒面庄村美丽如画。王晓泾

山 丹 马 场 燕 麦

草迎来丰收。王超

高 台 黑 河 湿 地 成

为候鸟的乐园。屈昶

山丹马场

绿 草 萋 萋 ，骏

马奔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