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肃南牧区的牧民借牧转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政德 朵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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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陇南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煜宇通讯员

万勇）记者近日从陇南市有关部门获悉，近年来，

陇南市武都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持续推进美丽河

湖创建工作，着力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的水生态新格局，守护一方碧水清波。

武都区通过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实施了一

批河道治理修复工程，保障了河道水流畅通和河

流的生态功能正常发挥。其间，先后实施了北峪

河黑坝至王家庄河道治理工程、武都区拱坝河流

域恢复区河堤工程、武都区佛堂沟沟道治理工程

等 河 道 治 理 项 目 ，共 治 理 河 道 28.5 千 米 ，修 复 了

河 道 生 态 环 境 ，有 效 提 升 了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 同

时 ，全 面 开 展 河 道“ 四 乱 ”清 理 整 治 ，昔 日 的 河 道

“ 四 乱 ”问 题 多 发 地 如 今 已 变 成 全 区 河 道 生 态 修

复的示范点。加强水污染防治，严格管控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排放，加大水质监测力度，确保群众

能够放心地亲近水、享受水。

此外，大力开展河道绿化和植被修复等工作，

对白龙江城区段河道岸线和在河道清“四乱”行动

中整治出的 710 余亩阶地进行了绿化造景，构建了

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植被生态系统。把河道治

理同美丽河湖创建工作相结合，着力打造了一批

滨水公园、生态廊道等景观。北峪河城关镇王家

庄段，统筹北峪河河道治理工程、樱桃河谷两个项

目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白龙江吉石坝街道渭子沟

桥以东 800 米范围内进行植绿美化维护；白龙江南

岸东江帆船桥沿东西方向，建设三江一水生态文

化长廊 3 公里；白龙江南岸江南街道大堡子段，对

长约 3 公里空地建设“凤凰公园”生态公园。这些

景观，不仅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还发挥着

重要的生态功能。

武都区多措并举推进
美丽河湖创建工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周爱玲 白 雪

一大早，酒泉市北大河水库的巡

河员胡宏便准时来到锦玉公园，开始

一天的巡河工作。

“ 我 的 工 作 就 是 守 着 这 片 湖 ，确

保湖面及周边卫生干净整洁，引导游

客 一 起 保 护 河 湖 。”已 经 工 作 4 年 的

胡宏对实行河湖长制以来的变化感

触颇深，“水越来越清了，游客的环保

意识也越来越强了，自己的工作很有

意义。”

对于酒泉市河湖长制实行以来取

得的成效，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肃州区

的街道河湖长叶冬梅，“我们加强水域

及岸线的巡查，定期开展河湖‘清四

乱’整治，天马湖的环境越来越好，已

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娱乐、户外健身

于一体的休闲胜地。”叶冬梅说。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近年来，酒泉市不断创新工

作方法，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优

势互补的河湖长制工作新路径，坚持

治水、修岸、绿化统筹推进，河湖管护

与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共融，最大

化利用河湖功能。全市各县（市、区）

扎实做好河湖长制各项任务，推动河

湖保护治理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肃州区推动“人防+技防”相

结合，完成全区河道重点河段、敏感点

位 43 套视频监控安装及平台接入工

作，为河湖智慧化管理提供了支撑，河

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金塔县将水环境整治与水生态修复有机

融合，以“活水、净水、亲水”的方式全力打造人水和

谐的幸福河湖，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生态宜居提

供了有力的水环境支撑；

——玉门市统筹实施综合调水、水系连通、饮

水提升、河道治理、智慧水务“五大工程”，先后争取

中央、省市资金近 2.4 亿元，加固和整治河堤，解决

了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

—— 肃 北 县 坚 持 岸 上 岸 下 齐 抓 、治 标 治 本 并

举，建立联防联控、共管共治、动态监测工作机制，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做到河湖监管全覆

盖，问题整治不遗漏。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酒泉市建机制、强基

础、抓落实，全市 112 座湖库、138 条河流沟道有了

专属守护者，709 名河湖长履职上岗，为美丽河湖撑

起“保护伞”。

“ 我 们 重 拳 治 理 河 湖‘ 四 乱 ’问 题 ，开 展 河 道

采 砂 整 治 ，推 进 河 湖 生 态 修 复 ，高 质 量 推 动 河 湖

治 理 管 护 ，全 市 河 湖 水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连 续

5 年被省政府考核为优秀。”酒泉市水务局副局长

王敦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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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赵军宝

初冬的庄浪，蓝天白云，水鸟蹁跹，河流逶迤

穿行，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跃然眼前。

近年来，庄浪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兼

顾全域统筹与因地制宜、全域推进与典型示范，

以落实河湖长制为抓手，全力推进美丽幸福河湖

建设，打造出一片片幸福河湖。

（一）

行 走 在 庄 浪 县 韩 店 镇 石 桥 村 水 洛 河 河 道

的 健 身 步 道 上 ，河 流 与 乡 村 美 景 相 得 益 彰 。

“以前河道坑坑洼洼，自从整治以后，水清

了，空气好了，环境也越来越美，闲暇时可以在这

里散步，游客也越来越多。”正在散步的石桥村村

民朱茂义说。

水洛河庄浪县石桥段是当地着力改善河流

水质状况和生态环境，促进城乡面貌更新、生态

旅游业快速协调发展、提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

重要项目。项目总投资 1560 万元，建成生态河

堤 3 公里，河堤沿岸铺设人行道路 1605 米，配套

建成污水处理厂。

“我们坚持以水兴业、以水兴旅、以水富民，

积极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乡村旅游示范村，有

效增加了村集体和群众的收入，真正把水生态的

‘高颜值’转化为经济的‘高价值’。”庄浪县水务

局副局长杨小强说。

如今，石桥村已成为一处集防洪、生态、景

观、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景观走廊，是远

近闻名的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近 年 来 ，庄 浪 县 加 强 水 文 化 挖 掘 、保 护 和

弘 扬 ，强 化 水 知 识 、水 文 化 科 普 和 宣 传 教 育 ，

让 沿 河 群 众 切 实 感 受 到 幸 福 河 湖 的 文 化 魅 力

和 无 限 活 力 ，培 育 壮 大 的 亲 水 经 济 也 正 成 为

吸引游客的新引擎。

（二）

走进庄浪县南洛河沈坪段，防洪河堤维修加

固项目刚刚完工。

“ 项 目 涉 及 韩 店 、南 坪 、良 邑 、朱 店 4 个

乡 镇 ，共 修 建 河 堤 76 米 ，维 修 加 固 河 堤 291

米 ，疏 浚 河 道 总 长 度 9663 米 。”负 责 一 线 调

度 指 挥 的 庄 浪 县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站 站 长 马 浩

说 ，工 程 建 成 后 可 有 效 减 少 水 土 流 失 ，改 善

沿 河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提 升 水 生 态 系 统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

今年以来，庄浪县投资 1351 万元实施梁河

山洪沟道治理、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和水毁堤防

维修项目，结合景观绿化、水利建设、防污治污

等方面，不断推进河道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建设

“幸福河湖”。

据杨小强介绍，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

来 ，庄 浪 县 通 过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综 合 施 策 ，不

断做优水治理、做活水循环、做强水价值，先后

实 施 河 道 平 整 、河 沟 道 治 理 、堤 防 维 修 项 目 9

个 ，治 理 河 段 68.2 公 里 ，新 建 护 堤 71 公 里 ，打

造 生 态 护 岸 57.6 公 里 ，走 出 了 一 条 特 色 的“ 水

环境”治理路子。

（三）

在庄浪县水务局中控室智慧大屏上，全流域

重点河段 86 处视频监控以及河长巡视情况一目

了然。

“如果发现河道有游玩、垂钓人员，第一时

间通过喊话功能，劝导离开；如果有河湖‘四乱’

问题，及时反馈给属地乡镇进行整改，做到即知

即改，多维度护河。”庄浪县河长制办公室工程师

苏军平说。

庄浪县积极探索运用无人机航拍监测，全力

构建“智慧河湖”监控系统，实现 24 小时在线监

管，推动河湖监管智能化、立体化。

据 庄 浪 县 河 道 管 理 站 站 长 柳 伏 平 介 绍 ，

目 前 ，全 县 建 设 并 接 入 省 市 平 台 共 86 个 智 能

监 控 摄 像 头 ，辐 射 南 洛 河 、北 洛 河 、庄 浪 河 等

重 点 河 段 敏 感 水 域 ，累 计 覆 盖 岸 线 长 度

111.08 公 里 ，覆 盖 率 31.33% ，实 现 了 水 质 外

观 监 测 、生 态 环 境 破 坏 、河 道 违 法 行 为 全 流

域 视 频 监 控 、全 景 式 捕 捉 信 息 、实 时 化 掌 握

动 态 。

同时，庄浪县建立“党建+河湖长制”“河长+

巡查员+保洁员”等协作机制，探索推行“民间河

长”，成立“河小青”志愿者服务队，采取季巡查动

态管护模式，实现了“分头治水”向“联合治水”的

逐步转变。

庄 浪 ：一 泓 碧 水 润 民 生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通讯员焦方宁 樊丹阳）近日，祁连山管护中心

山丹马场自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回看

野生动物视频监控时，惊喜地发现一只成年母

雪豹正带领着三只雪豹幼崽于夜间活动。

画面显示，雌性雪豹，步伐稳健，眼中闪

烁着母性的温柔与坚韧，她不时回头望向身

后嬉戏的幼崽，眼中满是慈爱与呵护。三只

幼崽，活泼好动，快速追赶母豹。雪豹一家

的身影，出现在幽深的山谷间，成了祁连山

夜晚最动人的风景线。

据了解，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

是高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对维持高山生

态系统稳定与健康至关重要，被专业人士视

为祁连山地区生态建设成效的“晴雨表”。

雪豹喜独行，像这样一次出现 4 只雪豹的同

行场景十分罕见。

近年来，祁连山保护区持续加强野生动

物保护力度，通过布设红外相机、开展日常

巡护、建立网络监控系统等多种手段，对林

区内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

和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活动

范围不断扩大。在日常巡护中常可以看到

马鹿、岩羊、大鵟、蓝马鸡等野生动物活动的

身影。而像雪豹、秃鹫等曾经的“稀客”，也

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雪豹一家夜游祁连山

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林尽染，色彩斑斓。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侯洪建

立冬时节，天气日渐寒冷，祁连山巅白雪

皑皑。

天刚蒙蒙亮，肃南县大河乡西岭村牧民

王文江和妻子郑雪梅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

要赶着家里的 250 多只甘肃高山细毛羊，前

往 50 多公里外的高台县骆驼城镇骆驼城村

借牧。

“今年没租赁卡车拉羊，所以要早点出

发，赶在天黑之前到达借牧点。”王文江说。

穿好大衣、戴好护膝，带上吃食、水和手电筒，

夫妻两人的身影沿着古老牧道渐渐没入茂密

的芨芨草丛中。

近年来，在临近冬季时，肃南县每年会有

近 20 万头（只）牛羊，来到低海拔的河西走廊

农区借牧，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

绿色转型、群众增收的多赢路子。

下山 让草原增绿

日上三竿时，王文江赶着羊群穿行在一

条干枯的河道中，羊群时而俯身吃草，时而互

相追赶。“今年租了农户 300 亩玉米秸秆地，

要一直待到明年 3 月春耕之前再回来。”

为何远离家乡来到农区借牧？“最重要

的，是要让草原休养生息。”王文江脱口而出。

2023 年，肃南县外出借牧群众达到 830

户，占养殖户的 19.74%，借牧牲畜达到 23.65

万 头（只），折 合 35.43 万 个 羊 单 位 ，促 进 了

107 万亩天然草原休养生息近 5 个月，草原植

被得到有效恢复，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一 组 数 据 亮 出 肃 南 生 态 保 护 责 任 单 ：

祁 连山国家公园 25.3%的面积、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59.3%的面积在肃南境内，有

各类草原 2677.55 万亩，约占全省草原面积的

11.4%，农牧民 70%的收入源自畜牧业。

如何守好这片青山绿水？张掖市围绕护

绿、借牧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持续筑牢

生态屏障，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出台《关

于促进农区借牧健康发展若干措施》，为牧民

借牧工作保驾护航；严格履行动物疫病防控

属地管理责任，及时跟进做好借牧牲畜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

入川 保牛羊膘情

下午 5 时，王文江风尘仆仆赶到借牧点，

羊群一头扎入密密匝匝的玉米秸秆地，大快

朵颐起来。

“羊群刚下山不能吃太饱，还得适应几天

才行”“秸秆草营养成分高，牛羊采食上膘快，

地 里 散 落 的 玉 米 棒 ，也 成 了 羊 群 的‘ 营 养

餐’”……王文江对借牧的每一处细节都了如

指掌。

来自大河乡光华村的靳尚锋来到骆驼城

村借牧已经十多天了，他租了 430 亩的葵花

和玉米地。从海拔 2400 多米的冬季牧场，来

到海拔 1100 米的农区借牧，低海拔、高气温、

能量消耗低的生活环境，让靳尚锋家的羊群

吃得膘肥体壮。

从“生态账”到“经济账”，肃南县干部群

众算得清楚。

“据测算，借牧期间，牧民成年羊的产毛

量提高 10%，同期体重增加 8%；羔羊成活率

增加 7%，初生重增加 10%。”大河乡畜牧兽医

工作站副站长郑雪云说。

“预计今年产羔 200 多只，刨去土地租金

4 万多元，光卖羊羔就比借牧前多挣一万多

元。”王文江说。

目前，来自省内外共 13 户牧民来到高台

县租地借牧，借牧面积 1.08 万亩，借牧牲畜达

到 1.1 万多头（只）。

连 日 来 ，高 台 县 畜 牧 技 术 推 广 站 站 长

周 国 乔 带 着 工 作 人 员 辗 转 在 各 乡 镇 借 牧

点，积极做好借牧动物疫病检测、借牧产地

检 疫 和 备 案 登 记 工 作 ，有 序 开 展 冬 季 牲 畜

防疫工作。

在他手上，记者看到一沓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上面清晰记录着每位借牧牧民的姓名、

电话、牲畜数量、检疫合格证等信息。“牲畜在

当地的检疫证明一开好，这边的系统里就能

看到。牲畜到达借牧点后，我们也会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把好动物‘防疫关’。”

收租 助农户增收

连日来，张掖大地的庄稼收割后，秸秆如

何 处 理 ，成 为 摆 在 很 多 农 民 面 前 的 一 道 难

题。露天焚烧秸秆行不通，雇佣机械打捆离

田，人工成本高，效益有限。

怎样破解难题？张掖市相关部门通过深

入走访调研，与广大农牧民面对面沟通交流，

倾听诉求，有序引导养殖规模较大、全禁牧和

草畜平衡面积小的养殖户，秋冬季将放牧家

畜运往农区秸秆地放养，有效缓解了草场压

力、解决了饲草料短缺问题。

“ 现 在 把 地 租 给 牧 民 ，租 金 相 比 以 前 ，

每 亩 地 收 益 多 了 三 四 十 元 钱 ，羊 群 吃 得 干

净 ，来 年 土 地 一 翻 就 能 播 种 了 。”骆 驼 城 村

村民向雷说。

2023 年借牧季，河西走廊农区群众获得

地租收入 6800 多万元，有效减少了农户秸秆

处置费用和人力成本。

在甘州区党寨镇，制种玉米种植大户潘

东玲借着异地借牧“春风”，将过去处理秸秆

的“包袱”转变为如今的绿色财富。“800 多亩

耕地光租金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

好处还不止于此。据张掖市畜牧兽医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借牧牲畜粪污还田，增加了

土壤肥力，还减少了化肥使用量，降低了农资

成本。

在异地借牧中，政府引导、牧民下山、农

户受益，实现了多方共赢。

今年以来，张掖市多部门全力做好借牧

过 程 中 的 防 疫 、安 全 、水 电 、住 房 等 方 面 的

协调服务，及时解决牧户异地借牧地租、运

输 等 困 难 和 问 题 ，引 导 借 牧 工 作 健 康 可 持

续发展。

加强生态保护 促进群众增收——

张掖：异地借牧实现“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