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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的组成部分，
敦白高铁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起自吉林
省白山市的二道白河镇，途经安图县，止于敦化市，全
长113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有一支来自湖北武汉的铁军，从去年春季开始来到
吉林的长白山下，顶着新冠肺炎疫情和东北严寒，创造
了建设敦白高铁客运专线的业界奇迹。

近日在敦化至白河高铁敦化南站铺轨现场，记者看
到，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轨顺利铺到接轨点，敦白高铁
轨道铺设全线贯通，目前已经进入线路静态验收、联调
联试的阶段。

记者在铺轨贯通现场采访了几位来自中铁七局武汉公
司的建设者。中铁七局优秀党员陈超介绍，去年4月3日，中
铁的这个项目团队在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取得联系，开好相
关复工证明、做完核酸检测后，开启了逆行北上的征程。通
过点对点包车的形式，组织13名武汉公司的管理人员作为
先头部队乘坐大巴车，经过 36 小时，连续行驶 2300 余公

里，顺利到达了项目所在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敦白项目党支部书记马勇，回忆起当初北上的艰难

历程仍历历在目。按照工期要求，项目团队要于2020年8
月 20 日全面启动铺轨施工，2021 年 5 月要完成铺轨任
务，除去冬休时间，项目有效施工时间十分有限。

“时间不等人，工期这么紧，开工就意味着大干，起
步就要进入冲刺的状态。”项目经理王根成从一开始就定
下了这样的目标。于是，在严寒的东北白山黑土地上，
有一众来自湖北武汉的铁军在热火朝天地会战着。

在东北，通常施工冬休时间为 11 月至次年 3 月，这
段时间施工单位一般都停工休息。然而，为了确保工期

进度，直到12月，项目施工团队仍然奋战在零下近20摄
氏度的冰天雪地中。

“我们想尽了一切能用的办法，如给设备更换抗冻油
液、包裹上‘棉衣’、夜间间隔时间点火暖车、将铺轨机
开进隧道保温……”项目经理部铺轨工区负责人李强告
诉记者，虽然措施很多，但在严寒环境下，一些设备还
是时常停工“闹别扭”。为此，项目部抽调精英成立了专
班修理队，及时对油管爆裂、气路堵塞、油液结冻等问
题进行处理，加强设备保养，确保了施工顺利推进。

没有在北方施工过，就不知道极寒天气下施工条件
有多恶劣。双手裸露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环境中修理设

备，作业人员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施工现场一待就是一整
天，冒着冻雨天气持续施工，更棘手的还有在长达100多
公里的施工战线上，作业人员的食物与饮用水补给面临
困难。李强说，他们在工地用餐时，经常刚吃一半，余
下的饭菜都冻成了冰坨子！

据李强介绍，项目部特地在办公、住宿区安装了集
中供暖设备，专门设置了烤衣房、洗衣房，以确保员工
有一个舒适的办公、休息环境；发放棉靴、保暖内衣、
大衣、防寒棉帽、手套、保温壶等劳保用品，从里到外
让员工感受到温暖；聘请湖北、四川地区厨师，让员工
吃上家乡的味道；租赁多台送饭专车。

奇迹出现了。施工单位多次组织设计、监理现场踏
勘，优化施工方案，快速推进工程进度，采用国内最先
进的CPG500型铺轨机组，铺设一组500米长钢轨仅需90
分钟，每8个小时铺轨长度保持在2公里以上！这批来自
武汉的铁军们，终于用自己的汗水，经受了疫情和严寒
的考验，使敦白高铁线提前铺轨贯通。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首批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之一。22 日下午，习近平来

到公园智慧管理中心，察看智慧管理

平台运行情况。该中心综合运用智能

化技术，实现了对公园“天地空”全

方位、全天候监测管理，提升了生态

保护能力。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高

度重视，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推动了长

汀水土流失治理、木兰溪防洪工程等
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并于 2000 年推动
福建率先在全国探索生态省建设。经
过长期努力，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积极成效。习近平指出，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
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
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
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民生改善相统一。
——摘自《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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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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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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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曾经光秃秃的草地冒出新芽；远眺，湛蓝
的鄂陵湖与碧绿的扎陵湖波光粼粼，交相辉映。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家乡啊！”在这片土地
生活了几十年的生态管护员公桑，心里乐开了花。
他心中“最美的家乡”，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
多县，位于黄河源头，有“千湖县”的美称。

和青海果洛一起迎来巨变的，是辽阔的三江
源地区。

201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正式印发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
开启了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新征程。北以昆
仑山脉为界，南至藏区玛日尕扎赛山，三江源国
家公园坐落在我国的西部青海省境内，包含长江
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总面积达 12.31
万平方千米。

今年，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第 5 个年头。5
年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成果斐然：野生动物

受到良好保护，“源头活水”惠及下游、造福四
方，当地居民搭上特许经营制度的“顺风车”，日
子越过越红火……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赫万成表示，三
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共赢
之路，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相结合。

近日，笔者采访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
当地居民，为您揭开 4500 米高原之上“生态保护
奇观”的神秘面纱。

生态乐园失而复得

三江源国家公园这张名片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珍
稀的野生动物了。

每年7月，是藏羚羊产羔的季节。青海省三江源区的
可可西里腹地变得格外热闹，藏羚羊群从四面八方汇集而
来产下羊羔。

“现在藏羚羊的数量已经恢复到7万多只了，三江源
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透过电话，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湘国向笔者骄傲地说道。1986
年从青海大学农学系土壤农化专业毕业的他，可以说将
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三江源。

“1998年赶上气候变化，属于干热时期，黄河源头都
断流了。”电话那头传来略带苦涩的回忆。尽管三江源越
变越好，但如今的王湘国还能清晰地想起这片生态乐园
曾经“伤痕累累”的模样。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牧民守着三
江源头，却没有水喝。牛羊守着草场，却啃得一嘴泥
沙。凶残的偷盗者盯上了浑身是宝的藏羚羊，情况最严
峻时，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不足2万只。

修复生态环境的重任迫在眉睫！
转机出现在2015年，“国家公园”这个新概念正式落

地中国。2015年 12月 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方案》。这一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摸着石头过河”
的先行者。

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
区域。每一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都是一座天然的物种
基因库，更是一个缤纷多彩的生物乐园。

乐园建好了，守乐园的人也赶来了。2016年4月，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生态管护员们也陆续
上岗了。登高山、钻丛林、清河道……生态管护员们采
取“全面巡护+野生动物活跃点重点巡护+定期专项巡
护”的方式排除着野生动物生存的隐患。

“我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我的
家。”今年39岁的公桑有些腼腆向笔者说道。2016年，他
当上了黄河源园区黄河乡斗江村的生态管护员，平日早
上8点匆匆出门，有时要到下6点才能完成巡护工作。当
被问及巡护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时，这位淳朴的藏民一
下子激动了起来。

“202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电话那头的公桑
翻开了他的 《巡护日志》，操着一口磕磕绊绊的普通话，
将笔者带回到那个惊险的下午。

“下午4点左右，我们巡完山正准备回家，路上司机
突然喊起来了。”公桑的语气越来越严肃，“那有匹狼！”
在同伴惊呼之下，公桑这才发现路边小湖深处的一个冰
窟里，竟然卡着一匹野狼。

“那时情况太危险了，我们都没想过结冰的湖有多
冷！”顾不上零下10摄氏度的气温，公桑扯下牵引绳，冲
向冰窟。几人合力将牵引绳套在野狼头上，奋力向岸边
拖曳。僵持40分钟后，公桑终于将野狼拽上了岸。冻得
行动迟缓的野狼抖下满身的湖水和冰碴，才奔向了远方。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野狼绝对不能被淹死。”说
到最后，电话那头的公桑终于放松了下来，心有余悸地
舒了一口气。尽管近年来野狼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公
桑心里，每一只野生动物都弥足珍贵。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像公桑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共有
17211 名。为了推动牧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
者，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
机制，组织大伙展开了无死角的地毯式巡护排查工作。

公桑冒险解救野狼的故事，只是生态管护员们救助

野生动物的一个缩影。在杂多县昂赛乡，南迁的黑颈
鹤遭猛兽攻击，翅膀受伤，生态管护员们将其接回家
里，悉心照料；都兰县沟里乡，崖顶上一只雪豹被困
住，急得原地打圈，幸好管护员们及时赶到，将其放
归雪山……

“三江源区主要保护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生态
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得以巩固，水源涵养量年
均增幅6%以上，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10年前提高
了 11%、30%以上。”2020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
阶段性综合评估报告正式出炉。令人欣喜的数字背后，
是水草丰美、湖天一色的生态乐园新景象。

一江清水惠及四方

动物是三江源的动物，水却不仅仅是三江源的水。
如今，一江清水从巍巍昆仑流向祖国各地，惠及全国。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境内，雪山洁
白，崖柏苍苍。澜沧江的上游——那曲河，就这样浩浩
汤汤地流经这片无人打扰的桃源圣地。

“这是有害垃圾，这是生活垃圾……”如果说那曲雄
浑的水流声是高音，那么昂赛乡牧民的低语是低音，两
者就这样交织出三江源美丽的合奏乐章。

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建立以来，垃圾分类就

变成了乡民每日的功课。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好几个垃圾
桶，只为了那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三江源”的承诺。

即使是离开了生活的村子，在草原上挖虫草的牧
民，也会在放牧时时刻留心着脚下，把能看到的垃圾都
捡回去，交给村里的垃圾收集点集中清理。

昂赛乡年都村的查吾村主任有一张坚毅的国字脸和
黝黑的皮肤，看着村民们变成了积极的环保使者，这个
高大的藏族汉子高兴地笑出了一口白牙：“保护环境对人
类的益处是不可衡量的，这必须是重中之重的事情。现
在保护环境已经是村民们的一种自觉行为，经常能看到
老人和小孩随手捡起草场上的垃圾。”

除了发动牧民，三江源国家公园也积极探索高新科
技力量。早在 2018 年，三江源通过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建设起了一套自主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水质传感器、监
控视频、无人机等技术成了监控河流的“新法宝”，配合
大数据实现了“数据巡河”。

有了科技助力，中华水塔更显威力。三江源每年向
三条江河中下游的供水总量达600多亿立方米，成为中国
和东南亚地区10亿人的生活源泉。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水污染从上游得到了
遏制，长江的水一日比一日清，江豚也一日比一日常
见。不少摄影爱好者架着“长枪短炮”赶来武汉，蹲守
在鹦鹉洲长江大桥，只等江豚跃出水面的那一刻，一按
快门，“江豚与黄鹤楼同框”的精彩瞬间就成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辛勤“治水”，换来了江豚的日益
活跃。

上游治理，惠及四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河湖治理
成果分外傲人，短短5年内，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增
大 74.6平方公里和 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 104平
方公里，湖泊数量增加到5849个，“千湖美景”，“碧波浩
渺”，“琉璃千顷”都已不再是梦。

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近有当地生态得到恢复，远有清水潺潺流经全国，
但迈出了体制试点第一步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却没有止步
于此，转而探索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妙招。

“第一次，确实很难做。”面对笔者的提问，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处长赵海霞坦言。忙碌了一
天的赵处长有些疲倦，但依然很耐心地回答着笔者的问
题：“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切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参考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其他行业的
例子，才有了特许经营制度。”

赵处长提到的“特许经营制度”，是指通过合理利用
现有生态资源，打造一批可吸纳就业的旅游、有机农牧
等绿色产业，最终让群众共享生态保护红利的创新举措。

而生活在玛多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的牧民曲代就是第
一批受益者之一。

笔者联系上曲代时，这个 36岁的藏族汉子还有些腼
腆，每一句话结尾时都要带上一句“老师”。但随着聊天
越发深入，曲代也丢掉了先前的局促，和笔者说起了

“掏心窝”的话。
回忆起曾经的牧民生活，曲代显然有些不快，连声

音都带上了几分压抑。“就是放牧，起早贪黑，一年到头
赚不到什么钱。”

不过随着谈话进行到了特许经营制度，曲代阴沉的
情绪便一扫而空。那是 2020 年的 6 月初，草原的太阳已
经很烈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冒着烈日上门找他，和他商
量起了参与特许经营的生态旅游项目的事。

“因为我有辆车，社区就安排我跑运输，从县城出
发，一共有三条线路。我们一个车队7、8辆车，一个月
能跑两三趟，一趟就能赚2000多元。”

“要跑那么远，不累吗？”笔者问他。
“干活都会累，但是比起那时候放牧，能多挣不少钱

咧！”曲代高兴地回答。
生态旅游的路线深入三江源腹地，往返需要两三

天，夜间曲代会休息在线路上的其他牧民家里。在睡觉
前，曲代还要举着手机到处“乱晃”一会儿，直到找到
一个信号好的位置，和家里的人通个电话。这种跑一跑
就能歇一歇的生活，让他感到满足。

不过最让曲代满意的，还是那个“焕然一新”的
家。曲代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参加特许经营之后，终于攒
够了钱，在县城店里买了那台看中了很久的新电视。一
转眼又是几趟运输跑下来，不仅电视换了，洗衣机也换
了，那些老旧的电器和家具一个个“翻了新”；餐桌上的
蔬菜多了，孩子和妻子的笑脸也多了。

三江源的特许经营已经初见成果，澜沧江源园开展
的昂赛自然体验特许经营活动，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起，
接待访客30批600人次，运行收入100万元。黄河源园区
开展的黄河源园区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自 2020 年 7
月10日起开始运营，2020年共接待访客7批79人次，运
行收入31万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的成功，也吹响了各
地国家公园改革的起跑哨，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等也开始尝试特许经营。而“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智慧，随着国家公园的全面铺开，正一
步步地走向美丽中国的每一片疆土。

（（本版图片由本版图片由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提供理局提供））

▲▲牧民向游客展示牧民向游客展示
自己的牦牛自己的牦牛。。

▶▶生态管护员正生态管护员正
在救助掉进冰窟的野在救助掉进冰窟的野
生动物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