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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以上。由于青藏高原特有的地理环境，还会不断生成更多的

金属矿产资源。因为青藏高原海拔高、环境恶劣、能源不足，所以

开发青藏高原盐水资源较为困难。为了可持续、规模化、集团化开

发利用青藏的盐水资源，就需要另辟途径。

将新组建的建设兵团（部分）调往青藏高原，实施机械化作业，开

挖河道，根据地势的高低，将青藏高原上的所有咸水湖连在一起。

由于青藏高原被几条山脉分割成几个部分，也可以分区域将咸水湖

连在一连。同时，在阿尔金山西段、中段分别开凿导流洞，将青藏

高原的咸水湖之水引入塔里木盆地，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世界上

最大的咸水湖。

塔里木盆地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面

积达 53 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 800 至 1300 米之间，地势西高

东低，盆地的中部是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为山麓、戈壁和

绿洲（冲积平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包括

周围零星的沙漠在内，面积共达 33.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沙漠

总面积的 1/2。它也是中国沙漠中流沙分布最广的一个，其面积为

27.7万平方公里。如果将青藏高原的咸水湖之水引入塔里木盆地，

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就消除了中国一半

的沙漠。

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包括

周围零星沙漠在内，面积共有 4.8 万平方公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固

定、半固定沙漠。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如果以周围山脊线为界，

面积 50140 平方千米，其中低于海平面以下的面积有 4050 平方

千米，比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面积为3583平方公里的鄱阳湖还要大。

在内蒙古最西段通过北方大运河，将青藏高原的淡水资源引入准噶

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将变成我国的最大

的淡水湖。

然后，利用青海西部和新疆东部丰富的风能资源，在塔里木盆地北

部戈壁滩新疆的库鲁克塔格地区建立几家大型盐化工企业，为新疆

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库鲁克塔格地处新疆中部，从国家安全战略

上考虑，也是最佳选择。

�

2、沿北方大运河和甘陕大运河建立绿色屏障

修建北方大运河和甘陕大运河，实现中国高原水资源的自由调度，

就能将青藏高原水资源引入新甘宁陕辽沙漠区。

修建北方大运河和甘陕大运河，要同修建公路相结合，也就是说在

修建大运河的同时，沿北方大运河和甘陕大运河修建至少有四车道

的公路。目的有两个：一是便于维护大运河；二是便于沿公路建立

绿色屏障，保护大运河。沿两大运河建设的绿色屏障不能少于 100

米的宽度。

3、对沙漠进行网络化治理

通过修建公路和铺设管道的形式，将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沙地、库布齐沙漠、宁夏河东沙漠以及毛

乌素沙地、浑善达克（小腾格里）沙地、科尔沁和松嫩平原区西部

等沙地，分割成无数个单元格，利用两大运河之水，建立起纵横交

错的约60米宽的绿色屏障。一是阻断风沙，二是有利于保护大运河，

三是可以涵养水源。

然后，再分单元对沙漠和沙地进行治理。在沙漠戈壁上，进行植树

造林；在沙地上，进行牧草种植，维护草原生态，发展畜牧业；在

有条件的地方，开垦耕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

�����������������������������������������������������������������������������（文 /李玉建）

GREEN LINK
MEADOW’S 

PRAIRIE DREAM
梅朵的草原梦

我叫梅朵，高挑端庄，是个蒙古族姑娘，温暖喜悦，是个爱笑的姑娘。美丽黄南是我的故乡，从毕业回到故乡，

我已在草原站工作了十五年。我爱这片美丽的土地，这里四季分明恰我似刚正不阿的阿爸，这里温润绚烂好似

我慈祥伟大的阿妈，这里土地富饶赛宝盆，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好似河曲马，驰骋奔腾，皆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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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
常有人问我，你眼中的黄南是什么样的？

我总是骄傲的回答：我的故乡，黄南藏族

自治州，盘踞青海省东南部，地处九曲黄

河第一弯，这里自然的山，自然的景，自

然的人，自然的物，这里以真实为本，是

净土自然，韵神秘之魅。

只是从小阿爸就讲，“知史感恩”。阿爸

在县史馆工作，他常讲，黄南历史渊源流长，

元时属吐蕃管辖，明洪武年间（1370 年）

时设立“必里千户所”，管辖黄南南部游

牧部落。明宣德元年间（1426年），同仁、

泽库由隆务寺夏日仓活佛管辖，活佛当时

兼任隆务囊索，从那时起形成热贡地区政

教合一统治制度。清朝雍正年间（1726年），

现今同仁、尖扎、泽库地区先后由贵德厅、

循化厅辖治，长达 200 年。阿爸说，1929

年，由甘肃省析置青海省，由循化县析置

同仁县，河南县由省直辖。我不懂“析置”，

问阿爸，他说就是剥离、分离、分立的意思。

1937 年，青海省在隆务镇设专员公署，专

员公署是属于省政府的派出行政管理机构�

，管辖同仁同德两县，那时，河南地区仍

沿袭清代旧制，由蒙古族亲王统辖，尖扎

地区属贵德县管辖。1949年黄南地区解放，

同年 9 月，同仁县人民政府成立。1952 年

3 月同仁藏族自治区成立。1953 年 9 月，

黄南藏族自治区（地级）成立，自治区人

民政府驻在同仁县隆务寺，管辖尖扎、同仁、

泽库 3 县。1955 年 5 月，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区据宪法规定改为黄南藏族自治州。

1954 年 10 月成立河南蒙族自治区。现在

的故乡黄南，辖同仁、尖扎、泽库、河南

蒙古自治县及李家峡行委，共有39个乡镇，

农业乡镇 21 个，牧业乡 18 个，总人口 22

万余人。全州以中部麦秀山为界，地势南

高北低，年平均气温为 -0.4�~-�2.6ºC�，热

量低，气温日差较大。大部分地区海拔 3�

600~4�200m 之间。森林覆盖率 8.1�%�，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我听着故乡的历史，好像在回首自己的成

长史，无比亲切。2014 年 8 月，河南蒙族

自治区60年县庆，县史博物馆在广场落成，

草原辽阔，彩旗猎猎，马路宽阔，街市繁荣，

我着蒙服当模特，骄傲的走在高天辽阔的

草原绿毯上，欢迎八方宾客，共享同庆时分，

无比荣耀，朋友们都说，那天的姐妹们都

好似仙女湖中出落的仙子，无比圣洁。

看我，一开始夸家乡，总有说不完的话，

到现在，还没有介绍我身边的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牛羊肥壮，雄鹰翱翔呢。好奇吧，

就让我一一道来，看看我眼中的家乡黄南

和你认识的一样吗？！

从小生长在这片草原上，这里有多处自然

和人文风景，尖扎县坎布拉国家级森林公

园、李家峡电站大坝和库区风光、同仁历

史文化名城、热贡艺术和收入大世界基尼

斯纪录的大型卷轴画《中国藏族文化艺术

彩绘大观》、藏传佛教寺院隆务寺、南宗

尼姑寺、麦秀原始森林风光、泽库和日石

经墙、河南圣湖仙女洞及青南草原风光等。

我的小伙伴很多。常见到的河曲马、欧拉羊、

旱獭、高原鼠兔、北山羊、盘羊、鹅喉羚、

普氏原羚等。

河曲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优良地方马种，

性情温顺，气质稳静，持久力较强，疲劳

恢复快，长途骑乘可日行�40 ～ 50�千米。

适应高原气候。它是中国地方品种中体格

最大的优秀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

犁马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马，历史上常用它

作贡礼。河曲马还有一个名字 --- 乔科马，

因原产中国甘肃、青海、四川 3 省交界处

的黄河上游第一河曲处，故得名，用它改

良蒙古马和西南马收到较好效果。牧人说

河曲马记忆力较强，马群对饮水、食草� �的

地点清楚，各季草场何处牧草好，何处有

水源都熟记不忘，识途能力极强。��

欧拉羊是藏系绵羊种，体格高，体重大，肉

脂性能好，对高寒草原低压、严寒、潮湿

等自然条件和四季放牧、常年露营放牧管

理方式适应性很强。欧拉羊头长，呈锐三

角形，鼻梁隆起，公、母羊绝大多数都有角，

呈微螺旋状向左右平伸或向前，尖端向外。

四肢高而端正，背平直，胸、臀部发育良好。

欧拉羊繁殖率不高，每年产羔 1 次，在多

数情况下每次产羔 1 只。被毛稀疏，产毛

性能弱，剪毛量成年公羊平均 1.0 公斤，成

年母羊为 0.86 公斤，净毛率 76%。但欧拉

羊产肉性能强：6 月龄公羊平均体重�35 公

斤，母羊 31 公斤；成年公羊平均体重 67

公斤，成年母羊为 53 公斤；成年母羊胴体

重 26 公斤，屠宰率 47.81%�，成年公羯羊

胴体重 31 公斤，屠宰率 54.19%。

青藏草原是个季节性草原，一年当中有七、

八个月是寒冷季节，冷季漫长持久；同时，

还是个干旱性草原，植被低矮，产草量低，

冬季羊群缺草少料和饥寒交迫。过冬羊群

在冬季消耗掉膘，勉强维持生存。黄南州

作为国家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实现羔羊

当年出栏尤为重要。所以，作为草原工作者，

我们也经常给牧民讲发展欧拉肉羔羊的重

要性，实现羔羊当年育肥出栏，减轻冬春

脆弱期草原的压力，消除牲畜冬春季节的

超载过牧现象，缓解草畜矛盾，才能保护

极度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实现畜牧业可

持续生产。

高原植被稀疏，却供养着不少的高原鼠兔。

属兔是一类小型高原食草动物，外形像肥

老鼠，却不见尾巴，上唇也和兔子一样是

裂开的，它蹲在草地上吃草的姿势和样子，

像一只可爱的兔子。高原属兔生性机警，

出洞时常常探出脑袋四下张望，视野中没

有天敌和危险时，才出来活动。所以，往

往植被覆盖度高，草丛密集时，鼠兔的繁

殖率却降低，对草地破坏度也减弱；而在

裸地和“黑土滩”等植被稀疏的草地，鼠

兔繁殖率大幅提高。所以，高原鼠兔是我

们草原工作者喜爱不起来的动物，虽然我

也知道它是食物链底端不可或缺的一环，

虽然在看到高原雪雀栖居在它的洞穴中时

也有短暂的喜悦，但当我看到草地上纵横

交错的鼠道，看到地面密集的鼠洞时，总

想着控制鼠兔数量，保护草地。

等有一日，草原上雄鹰翱翔，草原狐飞驰，

草原鼬衔着鼠兔穿越，到处鲜有鼢鼠土丘，

鲜有旱獭洞，少有鼠兔洞，而草儿青青，

羊儿卧食即可饱睡酣眠时，我才会重新喜

欢上这个肥乎乎的方脸小家伙吧。�

高原的草场是最美的景观，高原的花儿格

外艳丽。常有人问我，哪种花是格桑花，

我总笑答，高原上红的、紫的、黄的，哪

种都能称作格桑花，格桑花就是艳丽的花

儿，我们并不特指。这里的花儿因为强太

阳紫外线辐射，比平原地区的花儿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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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蓝紫光，所以，高原上的花儿蓝色

的湛蓝、紫色的纯艳、粉色的娇嫩，黄色

的热烈。晴朗的夏日，我最爱的事就是大

饱眼福：黄色的斑唇马先蒿、黄花绿绒蒿、

黄帚橐吾开了，金色的补血草开了、粉色

的狼毒花、甘肃马先蒿开了，紫色的露蕊

乌头开了，蓝天白云下，黑色的牦牛，白

色帐篷、羊群，五花草甸绚烂美丽。可是，

我最大的忧虑也在于此，这斑驳的色彩，

像艳丽的油画，但我还是更多希望家乡是

水墨山水画，近的绿，远的绿，层层叠叠

的绿，才是草原、草甸最美的色彩，这五

色的花儿开遍草原时，才是我最忧虑的时

刻，为了绘制最美的水墨绿色草原，我和

我的小伙伴儿们正在年复一年的监测。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儿叫“最炫民族风”，

歌儿中唱到“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

青山脚下花正开 ......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 ......”，我觉得这就

是在歌颂我的家乡。家乡因黄河和隆务河

流经，是重要的三江源水源涵养地，�全州

三江源面积占三江源区总面积的 1.93%，

湿地被称作“地球之肾”，具有气候调节、

碳储、水源涵养、生物生产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而河滩处沼泽草甸，藏嵩草高没膝，

远远望去，黄色和黑绿色景观映入眼帘，

就像江南稻田一样。�

高原的水生生物更是丰富。州境内湖泊、

河流等水域中分布着包括裸鲤、水獭、川

陕哲罗鲑、黄河雅罗鱼等珍贵的高原稀有

鱼种及其他水生生物资源。2007 年，青海

省实施的一项重要环境保护行动：以工程

措施确保青海高原上有限的水生生物资源

得到保护和恢复发展。来自青海大学生态

环境工程学院及青海省裸鲤救护中心等部

门的水生生物专家开展了高原水生生物养

殖实验及示范，有网箱养殖、池塘养殖，

并就养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措施提出标准：

根据水体的载鱼能力和自净能力，确定适

宜的养殖规模；根据鱼类的营养需求，配

制鱼用复合饲料，按需投放饵料；池塘养

殖时，采取循环水养鱼技术，开展节水养

鱼，减少和防止对河流水体的富养化影响；

采用池塘生态环境修复技术，“鱼 - 植物”

共生和循环水养殖模式，清除死鱼、残饵、

鱼类粪便等废弃物，避免其转化为有机肥

料；利用光合细菌培养和应用技术，提高

水体的自净能力和废弃物的分解速度，加

快水体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通，

减少废弃物的沉淀。目前，裸鲤、中华绒

螯蟹等养殖技术已成熟，中华鲟等淡水鱼

类养殖工作正在开展。

现如今，生物入侵已是大家熟知的概念，

听过的案例也比较多：历史上澳大利亚的

驯鹿与穴兔造成的灾难让人震惊；前十几

年我国被入侵的紫茎泽兰、水葫芦、北美

一枝黄造成了及其严重的经济与生态损失；

前几年亚洲鲤鱼造成美国五大湖鲤鱼泛滥，

成为单一优势物种，个体长达 2 米，生物

入侵的事件都上了美国的白宫会议议程。

但周围很多人却以为生物入侵与我们遥远，

其实不然，每年放生季节，看着大量说不

上名称的鱼类放入我的母亲河湖中时，我

忧心忡忡。专家说，“各种生灵和谐共处

是最大的放生”。�当然，放生是民间信仰，

与其批评盲目放生者无知，不如想办法引

导他们走上科学放生之路。避免在没有专

业指导的情况下放生；与寺庙合作合法放

生，进行专业性最强的“放生”——“动

物复健”（动物复健放归的动物，首先必

须是因受伤等原因必须得到人工救治的本

土野生动物；其次，在放归之前需要做很

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再次，是否能够放

归还要进行严格评估，放归的时机也须慎

重选择）。动物复健这些必要但“很麻烦

很累”的步骤，保证了放归的动物不仅没

有入侵的风险，而且能有最大的成活率。

所以科学放生，应建立放生基地，将增殖

放流与其他放生活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放生法会由佛教寺庙主持，通过与佛教寺

庙沟通，普及科学放生知识，再由寺庙引

导信众开展合理的放生活动。

��

常有人问我：你们吃鱼吗？我笑着摇头。

高原上的我们，大多在降生后就跟随父母，

信奉佛教，我们每年都会去转山朝拜，我

们信奉轮回转世，我们眼里的一只鸟，一

只鹰，一只狼，或者一条鱼，都有可能是

某个前世今生相识的熟人转化而来的，你

说，我们怎么会猎杀摄食？！我知道有个

北大的教授叫吕植，她在三江源地区调查

了鸟类种类丰富度，也研究雪豹生活状况，

她发现许多文化传统好的村子里鸟种类丰

富，数量也多，她也发现雪豹的栖息地和

寺庙的分布地非常重合。我相信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草地的保护，环境的保护，不

靠杀虫剂，不靠灭鼠药，更多要靠我们自己，�

合理规划，合理取舍，合理养殖，合理利用，

才是长久持续的发展道路。��

说到放生，说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说到草

地保护，我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放眼望去，

我的家乡，如今蓬勃发展的家乡，也还有

其他的环境问题：广告牌越来越多，每年

的赛马会后，会场塑料袋垃圾遍布，废旧

的电池没有固定的回收箱，许多老乡也不

懂垃圾分类，街道上生活垃圾时有堆放，

旱厕蚊蝇缠绕，无法入厕 ......

我感受到强烈的迫切性：要对当地农牧民

进行垃圾分类训练，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处

理不当的任何垃圾都可能污染我家乡的山

和水，只有合理垃圾分类，细节注重环保，

才能让家乡更清洁；要净化村庄环境，清

除垃圾死角，垃圾简易填埋场及时覆土，

有效降低暴露垃圾的污染；对规模养殖户

畜禽粪便排放、使用情况进行排查整治；

要合理放牧，保持水土，保护好我们赖以

生存的美丽草原。

朋友们，梅朵说了这么多，这就是我的美

丽草原梦，你也一定有许多想法吧，让我

们多交流，让我们家乡草场绿色水墨般绵

延，各种生物在这片草地上生生不息、世

代繁衍，愿这片世外桃源地上，所有物种

和我们一起和谐共存，久久远远。

（文 / 史惠兰、史发忠、李长忠��、吴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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