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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奋斗历程 担当历史使命
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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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生态环境厅ꎬ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ꎮ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ꎬ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

业经历了奠定基础、稳步开展、全面推进、深化发展四个阶段ꎬ取得了重要成就ꎮ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ꎬ青海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ꎬ坚持“三个最大”(“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
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省情定位ꎬ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ꎬ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日益牢固ꎬ绿色发展根基不断厚植ꎬ
生态文明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ꎮ 展望未来ꎬ青海省要从党带领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
坚定信念决心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ꎬ把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ꎬ奋力打

造生态文明新高地ꎬ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ꎮ
【关键词】青海省ꎻ生态文明建设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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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１００ 周年ꎮ 在百

年接续奋斗中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开辟了伟大道路ꎬ建立了伟大功业ꎬ铸就了伟大

精神ꎬ积累了宝贵经验ꎬ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ꎮ 伴随着党和国

家事业的蓬勃发展ꎬ青海与全国各地一样ꎬ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重要成就ꎮ 我们要

从党领导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中汲取智

慧力量、坚定信念决心ꎬ立足新发展阶段ꎬ贯彻新

发展理念ꎬ构建新发展格局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和党中央赋予青海的神圣职责ꎬ把保护

好青海生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ꎬ切实承担起维

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

大使命ꎬ着力打造生态文明新高地ꎬ在推进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ꎬ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

章作出应有贡献ꎮ

１　 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历程

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

展ꎬ与全国一样ꎬ大致经历了奠定基础 (１９７２—
１９９０ 年)、稳步开展(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全面推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深化发展(２０１２ 年至今)四个

阶段ꎮ
１ １　 奠定基础期(１９７２—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ꎬ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

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ꎮ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全国第一次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ꎬ将环境保护提上国家重

要议事日程ꎬ青海省环境保护工作也从此逐步发

展壮大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ꎬ原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在

批转«关于我省黄河水系工业“三废”调查和今后

意见的报告»中指出ꎬ务必充分重视“三废”处理

工作[１]ꎮ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原青海省计划委员会成立

了“三废”治理领导小组ꎬ专门负责环境保护工

作ꎬ并于同年 １１ 月召开全省第一次环境保护会

议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ꎬ原青海省“三废”治理领导小

组更名为原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领导小

组ꎬ在原青海省计划委员会设立环境保护利用办

公室ꎬ在原青海省卫生厅设立监测办公室ꎬ另设原

青海省环境保护监测站(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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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ꎬ开始有计划地解决重点污染源治理和“三
废”综合利用问题[２]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青海省将青

海湖鸟岛划为自然保护区ꎬ设立管理保护站ꎮ 从

第五个五年计划(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开始ꎬ将环境保

护有关工作列入全省发展规划ꎮ 进入改革开放时

期ꎬ随着党和国家将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ꎬ青
海省于 １９８２ 年编制了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五

年规划即环境保护“六五”计划ꎮ １９８３ 年ꎬ青海省

组建原青海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ꎬ内设原青海

省环境保护局ꎬ在落实坚持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

理、强化环境管理三项政策的同时ꎬ不断建立完善

环境管理八项制度ꎮ １９８４ 年ꎬ青海省政府设立玉

树隆宝黑颈鹤等 １５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ꎬ１９８６ 年

玉树隆宝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然保护区ꎮ
在此期间ꎬ青海省颁布了«青海省草原管理施行

条例»«青海省矿产资源管理施行条例»ꎬ制定了

«水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加强环境

保护工作的决定» «保护森林发展森林的若干补

充规定»等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和政策

性文件ꎮ １９８９ 年ꎬ青海省委决定成立“青海省西

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ꎬ并首次召开绿化南北山

动员大会ꎬ吹响了绿化南北山的号角ꎮ 经过 ３０ 余

年的植树造林ꎬ南北山森林覆盖率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７ ２％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９％ꎮ
１ ２　 稳步开展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ꎬ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继颁布实

施后ꎬ青海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化和制度化

建设ꎮ １９９０ 年ꎬ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
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议»ꎮ １９９２ 年ꎬ颁布«青
海省湟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ꎮ １９９４ 年ꎬ审议

通过«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办法»ꎬ这是青海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环境保护法

规ꎬ标志着依法保护环境进入新阶段[３]ꎮ 青海省

政府还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的决定»ꎬ要求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和

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决

策时ꎬ必须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

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ꎮ 为适应

新形势环境保护需要ꎬ青海省加强环境保护机构

和能力建设ꎮ １９９４ 年ꎬ原青海省环境保护局被列

为省政府直属机构ꎬ２０００ 年升格为正厅级ꎮ 为防

止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ꎬ这一时期还加强

了对矿产资源、水资源及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ꎬ逐步完善资源开发中的生态

环境保护统一监管机制ꎬ增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和

环境保护工作的协同管理ꎮ 同时ꎬ加强自然保护

区工作ꎬ制定印发«青海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
«青海省黄河、长江源头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

境保护纲要»ꎬ新成立可可西里、三江源、柴达木

梭梭林等自然保护区ꎬ孟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先

后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ꎮ
１ ３　 全面推进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９９ 年ꎬ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ꎬ加强西

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ꎬ是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以来ꎬ我
国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ꎬ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首

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报告ꎬ并将其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ꎬ生态文明建设

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ꎮ 青海省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ꎬ统筹生态保护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ꎬ相继提出了生态立省、“四个发展” “三区”
建设等重大战略ꎬ开启大规模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ꎬ掀开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新

帷幕ꎮ 从 ２００３ 年起ꎬ陆续颁布实施«青海湖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青海省湟水流域水污染防

治条例»(修订)、«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办法»等地方性环保法规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在国家重点支持下ꎬ投资 ７５ 亿元的青海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开始实

施ꎬ经过 ９ 年持续投入和保护建设ꎬ项目区生态退

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ꎬ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提

升ꎻ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相继编制出台«青海湖流域

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 «祁连山生态保护与

建设综合治理规划»ꎬ一些重大生态工程落地实施ꎬ
有力改善了青海省生态环境质量ꎮ ２００６ 年ꎬ青海省

政府印发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实施意见»ꎬ提出要

遵循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ꎬ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ꎬ在发展中落实保护ꎬ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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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中促进发展ꎬ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ꎮ 同

年ꎬ青海省委、省政府取消了对三江源地区各级政

府的 ＧＤＰ 考核ꎬ同时把生态保护和建设列为重要

考核内容ꎮ ２００８ 年ꎬ青海省在全国首次提出实施

生态立省战略ꎬ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提到一致

高度ꎮ ２００９ 年ꎬ原青海省环境保护厅组建成立ꎬ
并成为省政府组成部门ꎬ环保机构和人员力量不

断加强ꎬ为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夯实了基

础ꎮ 青海省政府下发保护生态环境实施禁牧的命

令和在全省范围内禁止开采沙金的通知ꎬ在全省

组织开展生物物种资源保护、打击盗猎野生动物、
治理整顿矿业开采秩序、禁止开采沙金、湟水流域

农村秸秆禁烧等专项行动ꎬ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监管ꎮ ２００９ 年ꎬ青海省委第十一届六次全

会提出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保护生

态三大历史任务ꎬ着力推动跨越发展、绿色发展、
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 的战略要求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建

立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ꎬ标志着三

江源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ꎬ进入了加快体制

机制创新的新阶段[４]ꎮ ２０１２ 年ꎬ青海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了“全力建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

区、生态文明先行区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三
区)战略ꎮ
１ ４　 深化发展期(２０１２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ꎮ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期间到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ꎬ看望青海代表并发

表重要讲话ꎻ两次踏上青藏高原考察ꎮ 习近平

总书记的每一次审议、考察都对青海生态保护提

出了重大要求ꎬ给予了殷切希望ꎮ 从“扎扎实实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到“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
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ꎬ从
“必须始终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
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ꎬ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

后代负责” 到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ꎬ深刻指明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

工作的战略定位和前进方位ꎮ 青海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ꎬ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ꎬ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ꎬ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ꎬ二
期工程范围从 １５ ２ 万平方千米拓展到 ３９ ５ 万平

方千米ꎬ占全省面积的 ５４ ９％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青海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实施方案»出台ꎬ提
出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成青海最大的优势、
财富和品牌ꎬ不断提高绿色指数ꎮ 同年ꎬ青海省

委、省政府印发实施«青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总体方案»ꎬ提出了 ６ 个重点领域的 １９ 项主要改

革举措ꎮ ２０１５ 年３ 月ꎬ全省第一部生态文明建设

法规«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颁布施行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ꎬ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先后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ꎬ青海成为

我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家公园“双试点”省份ꎮ
２０１８ 年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ꎬ青海省委、
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

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ꎬ聚焦“蓝
天、碧水、净土”目标ꎬ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

八场标志性战役ꎮ ２０１９ 年８ 月ꎬ青海成功举办首

届国家公园论坛并形成«西宁共识»ꎬ习近平总书

记发来贺信ꎬ青海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

同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

省建设ꎮ 近几年来ꎬ青海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

殷殷嘱托ꎬ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全过程ꎬ立足“三个最大”(“青海最大的

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

生态”)省情定位ꎬ奋力推进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一优两高”
战略实施ꎬ“五个示范省”和“四种经济形态”建设

加快推进ꎬ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ꎮ 特别是以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己任ꎬ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系统治理ꎬ加快实施三江源二期、祁连山、
青海湖等重点生态工程ꎬ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ꎬ
“中华水塔”更加丰沛润泽ꎬ“大美青海”愈加洁

净美丽ꎮ ２０２０ 年１２ 月ꎬ青海省委第十三届九次

全体会议提出把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作为第一抉择

的战略部署ꎬ将生态保护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

位置ꎬ开启了青海现代化建设新征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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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ꎬ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ꎬ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ꎬ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引领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５]ꎮ 青海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始终保

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ꎬ把保护青海生

态环境作为“国之大者”ꎬ坚持“三个最大”省情定

位ꎬ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ꎬ全省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ꎮ
２ １　 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制定实施«关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重大要求的实施意见»
«青海省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施意见»«青海

省省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等政策文件ꎬ推动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ꎮ
成功举办 ２０２１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ꎬ全面

开展绿色细胞工程和生态文明示范创建ꎬ持续推

进“美丽中国ꎬ我是行动者”“保护青海湖ꎬ我是志

愿者”“守护母亲河ꎬ推进大治理”等环保公益宣

传活动ꎬ全方位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

宣传、教育培训和政策解读ꎬ提升公众生态文明意

识ꎬ加快构建全民绿色行动体系ꎮ 全省累计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 ４ 个ꎬ省级示范乡镇 ４４ 个、
示范村 ５４３ 个、绿色学校 ２６１ 所、绿色社区 ７２ 个、
环境教育基地 ３７ 个、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场所

３４ 个ꎬ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ꎬ生态文明已成为全省人民

共同的价值追求ꎮ
２ ２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开展保护“中华水塔”三年行动ꎬ深入推进三

江源二期、祁连山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ꎬ大力实施

湖泊湿地保护修复、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和小流

域综合治理ꎬ在全国率先进行退化草地综合治理

试点ꎬ扎实开展木里矿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ꎬ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

态服务功能显著提升ꎮ 重点生态治理区域覆盖青

海省总面积的 ６８％ꎬ涵盖水面、湿地、林草的蓝绿

空间占比超过 ７０％ꎬ湿地总面积 １ ２２ 亿亩(约
８１３ 万公顷)ꎬ居全国首位ꎮ 全省森林覆盖率由

６ ３％提高到 ７ ５％ꎬ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

５７ ４％ꎬ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下降”ꎮ
青海湖水域面积逐年扩大ꎬ裸鲤资源蕴藏量较实

施保护前增长 ３８ 倍ꎮ 三江源区再现千湖美景ꎬ可
可西里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ꎮ 全

省各类自然保护地达 ２１７ 处ꎬ其面积占全省总面

积的 ３５％ꎬ生物多样性指数显著提高ꎬ普氏原羚

由 ２０ 世纪末的 ３００ 多只恢复到 ２７００ 多只ꎬ藏羚

羊由不足 ２ 万只恢复到 ７ 万只左右[６]ꎮ
２ ３　 污染防治攻坚阶段成效显著

聚力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扎实推进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ꎬ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执法监管ꎬ圆满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

标任务ꎬ国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确定的

９ 项约束性指标全部提前完成ꎬ青海省在 ２０１９ 年

全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为“优秀”ꎮ 扎

实推进以西宁市、海东市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ꎬ全方位落实“抑尘、减煤、控车、治企、增绿”
措施ꎬ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ꎮ 坚持“保好水”和
“治差水”并举ꎬ系统开展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

复、水污染治理ꎬ在全国率先完成黑臭水体治理ꎬ
初步实现“长治久清”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和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推进有力ꎮ 全力抓好

土壤污染风险防控ꎬ强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ꎬ农牧

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ꎮ ２０２０ 年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９７ ２％ꎬ西宁市空气质量

连续五年位居西北地区省会城市前列ꎮ 全省

１９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１００％ꎬ长江、黄河

干流、澜沧江及西北内陆诸河水质稳定在Ⅱ类以

上ꎮ 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９８％ꎬ污染

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１００％ꎬ西宁市“无废城市”
试点取得积极进展ꎮ
２ ４　 绿色发展根基不断厚植[７－８]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ꎬ统筹建设国家公园、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高原美丽城镇、民族团结进步“五个示范

省”ꎬ积极培育生态、循环、数字、平台“四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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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ꎬ加快推动形成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ꎮ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２８０１ 万千瓦ꎬ“绿电三江

源”百日活动再创清洁能源发展世界纪录ꎬ海南

州、海西州 ２ 个可再生能源基地双双跃上千万千

瓦级台阶ꎬ青豫直流工程启动送电ꎬ清洁能源装机

占比超过九成、全国领先ꎬ全国首个全清洁能源运

营的大数据产业园投运ꎮ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ꎬ万元 ＧＤＰ 水耗持续下降ꎬ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高ꎬ三大工业园区循

环经济占比超过 ６０％ꎬ初步形成资源循环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的产业体系ꎮ 深入推进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ꎬ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试点面积扩大到 ３００ 万亩(２０ 万公顷)ꎬ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 ８０％ꎬ农田残膜回收率达 ９０％ꎬ
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

９２５ 个ꎮ 高原云计算大数据中心、青海新能源大

数据中心等投入使用ꎬ数字经济发展取得突破ꎮ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保持在 ５０％以上ꎬ全域旅游加

快发展ꎬ年旅游人数突破 ５０００ 万次ꎬ大美青海美

誉度持续上升ꎮ
２ ５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建立

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ꎬ出台数十项具体改

革方案ꎬ初步建立了具有青海特色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和体制机制ꎮ 启动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三

年行动ꎬ三江源、祁连山(青海片区)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顺利通过评估验收ꎬ在打破“九龙治水”和
有效解决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上取得突破ꎬ为全

国提供了可供复制借鉴的经验ꎮ 全面探索建立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制度ꎬ按照“一户一岗”设置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 １４ ５ 万个ꎬ让牧民群众在保护生态

中持久获益ꎬ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

善的共赢ꎮ 完成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垂管改革ꎬ
“１＋４”生态环境督察监察体系更趋完善ꎮ 在全国

率先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

系的基础上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持续完善监测网

络ꎬ推动监测监管协同联动ꎬ实现了评估考核向预

警预报、监管执法并重转变ꎮ 制定实施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规定、责任清单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办法ꎬ组织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ꎬ推
动环境治理格局从生态环境部门单打独斗的“小
环保”ꎬ向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大生态”转

变ꎮ 排污权交易、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等生态环保领域改革持续深化ꎬ“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地实施ꎬ“五级”河长制

工作体系全面建立ꎬ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ꎮ

３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ꎬ以强烈的

责任担当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ꎬ奋力打

造生态文明新高地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

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要求后ꎬ青海省

委召开涉藏工作会议ꎬ明确要求制定打造青海生

态文明新高地行动方案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９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来青海考察工作时对青海的

生态环境保护寄予厚望ꎬ再次作出重要指示ꎬ为青

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ꎮ 青海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重大要求ꎬ完整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ꎬ与时俱

进深化“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认识ꎬ肩负起坚定不

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ꎬ坚持生

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ꎬ推进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ꎬ着力打造生

态文明新高地ꎬ切实保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

千山ꎬ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ꎬ造
福人民、泽被子孙ꎮ
３ １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ꎬ扭
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抓手ꎬ加快推进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机构调整ꎬ更好地

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倒逼、引导、优化和促进作

用ꎮ 实施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双控”制度ꎬ制定

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碳达峰方案ꎬ积极推动近零

碳排放试点和碳中和示范区建设ꎮ 聚焦建设和打

造“四个地”ꎬ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ꎬ实施传

统产业循环化、低碳化、绿色化改造ꎬ加快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ꎬ严控高

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ꎬ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ꎮ 尤其是依托水、风、光互补的独特优势ꎬ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ꎬ在力争率先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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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ꎬ积极为中东部地区改善能源结构、降低碳

排放强度贡献青海力量ꎮ 加快落实“三线一单”ꎬ
强化空间、总量、环境准入分区差异化管理和产业

园区等重点领域规划环评ꎬ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

态、农牧业、城镇等功能空间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９－１２]ꎮ
３ ２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围绕“提气降碳强生态ꎬ增水固土防风险”总
体思路ꎬ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ꎬ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ꎮ 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ꎬ
“一河一策”持续推进长江、黄河等水生态保护修

复治理ꎬ统筹抓好湟水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和

黄河干流排污口排查ꎬ构建系统完整的水环境质

量管控网络ꎬ保障水生态安全ꎮ 聚焦重点区域重

点行业企业ꎬ统筹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

协同治理、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ꎬ健全完善大

气环境网格化监测监管体系ꎬ提升精细化科学化

管控水平ꎬ巩固提升环境空气质量ꎮ 以防控土壤

污染风险为重点ꎬ加强建设用地、农用地土壤环境

监管ꎬ强化固体废物环境管理ꎬ推动“无废城市”
“无废城镇”建设ꎬ进一步加强农牧区人居环境整

治ꎬ确保土壤环境稳定ꎮ 同时ꎬ持续抓好两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监测监管和执法ꎬ解决好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ꎮ
３ ３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示范省建设ꎬ高水平建设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

园ꎬ推动创建青海湖、昆仑山国家公园ꎬ全力打造

具有青海特色的国家公园集群ꎬ持续优化自然保

护地体系ꎬ努力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然保护

地典范ꎬ更好地向世人展示“国家公园省、大美青

海情”美好形象ꎮ 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ꎬ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ꎬ深入开展“中华水塔”保护行

动ꎬ扎实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ꎬ改善草原生态环境ꎬ加强湿地保护与管理ꎬ不
断提升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稳定性ꎮ 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ꎬ划定野生动物三生空间ꎬ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３ ４　 加强生态环境现代治理能力建设

持续长效推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施意

见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落地ꎬ加快建设“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大环保格局ꎮ 健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督导、评估、验收闭环体系ꎮ 完善河长、
湖长长效机制ꎬ推行林长制ꎮ 严格施行«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ꎬ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

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ꎬ强化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一证式”执法监管ꎮ 探索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

制和转化模式ꎬ建立完善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制度ꎬ
探索开展湟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

点ꎮ 健全完善覆盖全省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

监测网络体系ꎬ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执法、
应急等能力[１０]ꎮ 强化 ２０２１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

场活动宣传效应ꎬ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ꎮ
继续深入开展“保护青海湖ꎬ我是志愿者”行动等

环保公益宣传活动ꎬ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和绿色细胞工程创建工作ꎬ提
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ꎬ讲好美丽中国建设青海

故事ꎮ

参考文献:

[１]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青海解放 ７０ 年大事记略

[Ｎ].青海日报ꎬ２０１９－０９－１１(０８).
[２]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环境保护志[Ｍ].西

宁:青海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２０:３.
[３]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ꎬ青海省环境科学学会.青海环保三十年

[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７３.
[４] 　 赵永祥.从“两山”理论看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演进及启

示[Ｊ] .２０２１(０１):７１－７８.
[５] 　 孙金龙ꎬ黄润秋.回顾光辉历程 汲取奋进力量 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Ｎ].光明日报ꎬ２０２１－０６－２２(０６).
[６] 　 王建军.奋力书写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青海答

卷[Ｊ] .党建ꎬ２０２１(０２):１０－１３.
[７] 　 信长星.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源头乐章[Ｎ].学习时

报ꎬ２０２０－１１－２７(０１).
[８] 　 刘涛.牢记“三个最大”重大要求ꎬ推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Ｎ].中国环境报ꎬ２０２０－０９－２５(０３).
[９] 　 汤宛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最大”重大要求 努力

谱写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青海篇章[Ｊ] .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０６):１８４－１８６.
[１０] 孙金龙.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

者、不懈奋斗者[Ｊ]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０６):７－９.
[１１] 徐光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Ｊ]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０６):１０－１３.
[１２] 刘世锦.加快形成绿色发展的基本框架[ Ｊ] .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ꎬ２０２０ꎬ４５(０６):１７－１９.

３１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ｏｕ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ｏｕ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ｍａｋｅ ｎｅｗ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ＴＡＮＧ Ｗａｎｆ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ꎬ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ｈａ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Ｔｈｒｅ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 (“ Ｑｉｎｇｈａ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ｉｔ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ｓｏｌｉ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Ｑｉ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ｔ
ｄｒａｗ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ａｎｄ ｏｎｆｉｒｍ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ＰＣ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ｂｅａｒ ｉｎ ｍｉ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ｅａｒｎｅｓｔ ｅｎ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ｐｕ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ꎬ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ｎ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ꎬ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ꎻ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