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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千层汹浪滚，万叠峻波颠”……在黄
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青海，每年有600
亿到 900亿立方米优质淡水从青藏高原
的雪山冰川之间奔腾而下，滋润着华夏
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赴青海考察，始终高度重视保护三江
源、保护“中华水塔”。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
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
涵养能力。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
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青海牢记嘱托，承担起“中华水塔”
守护人的重大责任，以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守护三江源。伴随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藏羚羊、雪豹等过去难得一见的野生动
物频繁现身，山清水秀、稳固丰盈的“中
华水塔”生机勃勃，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画卷。

以严治水 守护好“中华水塔”
三江源，源起冰川，因水得名，从这

里向下游输送的清洁水分别占长江、黄
河、澜沧江水资源量的 2%、49%和17%，是
亚洲乃至世界上孕育大江大河最集中的
地区之一。

“‘十四五’期间，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相继落地
施行，让江源保护亮出利剑。”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

3月份，长江源依然春寒料峭，青藏
高原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银
装素裹。一抹“藏青蓝”划过无人荒野，
可可西里巡山队正在进行每月一次的大
规模巡山。

“我们的巡护范围已逐步扩大到整
个长江源区。”青海省公安厅玉树藏族自
治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
局长阿旺旦巴说，“经过近 30年的严格
保护，2009年至今，可可西里再无盗猎
枪声。”

一包糌粑，一壶奶茶，一匹好马，长
江源头附近的牧民龙周坚措已经当了 8
年的河长：“村里49名河湖巡管员负责周
围15处河湖，每个月巡护两次。现在河
道里的垃圾不见了，5、6条曾经断流的小
河居然又回来了。”

青海从省到村共有5750名五级河湖
长，覆盖了三江源、青海湖、黑河等全部
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仅在2024年，河湖长
便累计巡护超过11万人次。

“如今的江源，所有的河湖都有了守
护者。”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永祥说，

“青海还出台了水资源刚性约束、节约用
水等制度，确保‘中华水塔’丰盈。”

监测显示，近年来青海向下游输送
水量呈增长态势。2015年至 2024年，青
海平均出境水量达722亿立方米，较多年
平均出境水量增加了 21%；近 5年，三江
源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加 309
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上，
主要河流出境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
以上。

过去一年，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
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展排污口

“查测溯治”，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和沿
黄河省（区）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
动，基本完成长江经济带乡镇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定界立标……长江干
流连续 5年、黄河干流连续 3年全线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类。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生态
伴随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家

住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热情村二
社的才仁尼玛，从牧民变成了生态管护
员，不仅每个月有了1800元的固定工资，
也有了更多观察家乡的机会。

“巡护中，我用镜头跟周围的山川湖
泊、野生动物‘对话’，当我们‘四目相对’
时，我感觉自己也是这山山水水的一部
分，而不仅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才仁
尼玛说。

如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
的冰川、河湖和草场，像才仁尼玛这样的
生态管护员已经超过1.7万名。从过去
的草原使用者到现在的江源守护者，他
们拥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成为国家
公园名副其实的主人。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面积从试点的12.31万平方公里到扩大
到19.07万平方公里，实现了长江、黄河、
澜沧江源头的整体性保护。

同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管理保护原则，针对体制试点范围内
10多个保护地人为分割、各自为政、条块
管理、互不融通的“旧疾”，国家公园进行
了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完成了“一块牌
子管到底”的历史性变革。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准备工作
已经全面完成，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高
水平推进，青海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三个
国家公园在建省份，国家公园面积占全
省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75%，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
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形成。

曾经，长江源区盗猎猖獗，盗猎获得
的藏羚羊皮张通过青藏公路发往全国各
地，公路两边野生动物无踪无影；如今，
大批游客途经这条公路远眺江源风光，

路边的藏羚羊、藏野驴或飞奔而过，或徜
徉觅食，有时离公路仅十几米远。在藏
羚羊迁徙产仔季节，当地还会专门指挥
往来车辆为藏羚羊群过马路让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藏羚羊从“濒危”降为“近危”，雪豹
从“濒危”降为“易危”……以水为邻的野
生动物越来越多，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有
蹄类野生动物数量较 20年前增长了 2到
3倍。“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使得‘中华
水塔’更加稳固。”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
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赵新全说，青海建成具有国家代表
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指日
可待。

在长江沿线，土著鱼类更多了，“江
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美景在沿江省
市频频出现；在黄河两岸，万余只白天鹅
来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栖息越冬，消失近
30年的黄河刀鱼重现黄河口……处处可
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

科技赋能夯实“中华水塔”生态底色
青藏高原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

全球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
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青藏高原
暖湿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趋多，水旱
灾害风险更多、挑战更严峻。如何持续
守护好江源，保障下游水资源安全和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加之技术手段有限，在三江源
乃至青海全省开展系统性环境监测一直
是个难题。2016年，青海开始建设“生态
之窗”远程观测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
千里之外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点击鼠
标、切换画面，就能实现对境内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实时监测。

从最初的 6个观测点位扩建到现在

的76个观测点位，“生态之窗”将“中华水
塔”的大美风光逐帧呈现，积累的珍贵画
面和相关数据，也被科研人员逐步应用
到江源气候、生态环境分析研究中。

位于三江源头的玉树州不仅组建了
由高空瞭望视频摄像机、实时传输专网
和统一管控平台组成的生态监测系统，
还实现了对重要河流、重点流域以及污
水处理厂排污口的实时监控和水体污染
事件的预警预报。科技力量的投入让玉
树州水生态持续向好，对水质要求极高
的欧亚水獭频频在市区河道出现。

2024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布卫星
“通导遥”（通信、导航、遥感）综合监管体
系技术规范、生态监测指标体系地方标
准，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进行长期、连
续、系统的监测，一张筑牢生态安全的

“空天地”守护网在三江源徐徐展开。
科技知识也在悄然影响当地牧民的

生态理念。“现在道路通了，科技也发达
了，有很多专家来三江源科考。我也想
知道，家乡的水源地为什么变多了？远
处的冰川为什么会融化？”2016年，玉树
州牧民巴洪加罗组建志愿者队伍，对长
江上游通天河支流聂恰曲开展水源
观测。

这支以长江源区古冰川遗址“索布
查叶”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目前有
140多人，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他们
对索布查叶古冰川周围 767处水源、125
个湖泊、70个不冻泉进行了位置、水深等
多组数据的记录。“我在长江源长大，保
护和了解家乡的山水，既是责任，也是义
务。”巴洪加罗说。

从人力巡护到科技守护，“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的理念，在三江大地不断
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三江之水碧
波荡漾，养育着江源众生，也滋润着华夏
大地。 新华社西宁3月23日电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乡境内，藏野驴在雪后活动（2025年2月22日摄，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中华水塔”生机盎然 三江清水滋润华夏
新华社记者 江毅 高敬 王金金

2025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23日在无锡
江阴召开。会议期间公布的一组数据从场地设
施、赛事活动、科学健身指导等方面全面直观反映
了过去一年中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发展与成效。

身边场地设施激发健身热情
过去一年，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在普及和均

等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截至 2024年底，全
国共有体育场地 484.1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42.3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

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体育总局支持地方
建设小型健身中心、小型体育公园、群众滑冰
场、县级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维修、改造、更新行
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健身器材等项目共计
6719个；下达中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
资金，实施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乡镇/街道
项目，支持全国1000个没有配建全民健身场地
器材的乡镇/街道补齐短板；会同财政部安排财
政资金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补助 3050个场馆，覆盖全国约1600个县级行
政区域，场馆核心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地面
积超过2500万平方米，受益人次超过5亿。

此外，截至2024年底，“十四五”期间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体育公园超过1300个，提前完
成规划目标。“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
累计覆盖公园1363个、社区 9618个，配建乒
乓球台 23408 张，配建其他健身器材 25088
（套）件。各地利用“国球两进”活动配建的器

材设施全年共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4024
场次，吸引参与人次超过130万。“国球两进”
公益行品牌活动走进河南洛阳、新疆库尔勒，
现场开展国民体质检测、体育志愿服务等活
动，向社区群众传播体育文化，激发健身热情。

丰富赛事活动展现运动风采
过去一年，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在全国各地、全年四季广泛开展，“3-8-3-1”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框架初步形成。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赛、第十
五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
大赛依托三大运动会为全民健身爱好者搭建了
全国性的风采展示平台，其中第一届全国全民健
身大赛设置7个赛区及总决赛，开展赛事活动
6000余个，直接参赛人数超过200万。元旦新年
登高、全民健身日、农民丰收节、大众冰雪季等8
个全国性全民健身主题活动贯穿全年。“三大球”
群众赛事活动、群众冰雪赛事活动、各人群体协
及行业体协举办的赛事活动重点突出、覆盖全
面，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价值。2024年全
民健身线上运动会累计上线80余个赛事活动，
直接参赛人数达2182万余人，以“互联网+”思
维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持续为群众提供
线上展示、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2024年，通过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上传
的社区运动会等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约31.7万
个，活动参与人数超5327万。全年全国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累计参与超125万人次，发
放证书量近113万份，总体达标率89.89%。

科学健身指导促进健康转化
全民健身向全民健康转化离不开科学健身

指导。2024年，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首次覆盖
全国31个省份，通过375个常态化监测站点，累
计提供33.19万人次的体质检测与科学健身指
导服务。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运医所、气功中
心、社体中心等单位深入乡镇、社区、企业、机关、
学校开展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送健康活动、科普
活动等近150场，直接受益人群3万多人次。

群众身边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引领科学健
身的重要力量。过去一年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队伍继续壮大。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拥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约371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约2.63人。“万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计划”持续开展，2024年为2.6万多个行政
村培养了超6.5万名农村女性社会体育指导员。

此外，2024年“奋进新征程 运动促健康”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7700余场，全国
范围内开展的各类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总
计超过1.3万场，28.9万人次志愿者参与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
征集活动连续第四年开展，评选出 50个全民
健身志愿服务优秀案例，为各地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带动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科学健身
提供了有益经验和有效借鉴。

夯实基层基础 激活发展活力
——数说2024年全民健身工作

新华社记者 吴俊宽 王恒志

新华社成都3月23日电（记者 边思琪 陈地）
23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主办的“乐享精彩赛
事 寻味中华美食”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活动
将推动“赛事+美食”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打造一系
列体育消费新场景。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
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以及精彩纷呈的青少年赛事活
动与中华美食有机地融合，创新服务供给，强化消费
联动，深化跨界合作。活动内容包括开展特色美食进
赛事活动，促进体育赛事和餐饮消费联动，加强体育
与餐饮跨界合作等。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介绍，本次活动旨在促
进体育与美食强强联合、美美与共，让人民群众在赛
事中沉浸体验饮食文化的博大深邃，在寻味美食间感
受体育的朝气蓬勃。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表示，把赏
美景、品美食、看比赛、强体魄结合起来，希望通过本
次活动，推动文、体、旅、商跨界融合。

“乐享精彩赛事 寻味中华美食”
成都启动

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演
出结束后，观众在海南歌舞剧院大厅门口排起长龙，
等待主要舞蹈演员签名合影。人群中，从重庆赶到海
口看演出的江新涛，直呼“剧目太感人了，不枉我专程
跑一趟”。

今年是海南岛解放75周年，取材于海南的芭蕾舞
剧《红色娘子军》3月14日至23日在海口开启了“回娘
家”的首轮9场驻场演出，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专程前
来观演。

像江新涛这样，为了看一场心仪的演出，奔赴一
座城，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时尚生活方式。而海口也正
通过吸引一场场高品质演艺活动和大型体育赛事落
地，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不断给外地游客创造更
多来海口游玩的“理由”。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王可介绍，
2025年海口还将举办刀郎个人巡回演唱会、马克西姆
跨界钢琴音乐会、百老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海口
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等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激发
市场活力。

自2023年以来，海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演唱
会、音乐节，包括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周杰伦、张韶涵、
张学友、郭富城等众多艺人演唱会和美国费城交响乐
团2024海口音乐会、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维
也纳皇家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等演出，“演艺+旅游”
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

演艺活动期间，海口各大商圈为粉丝提供专属优
惠，游客到免税店、夜市、餐饮店、旅游景区等场所均
可凭演艺活动门票享受折扣优惠，文旅融合激发消费
强劲动能。数据显示，周杰伦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
唱会短短四天吸引超15万人次游客到海口，实现旅游
收入9.76亿元。

除演艺活动外，海口正鼓励多业态协同，通过“文
体旅商展”联动，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海口拥有170公里长的海岸线，气候好、风力好、
沙滩好、海水好、无暗礁，非常适宜开展海洋旅游和水
上运动，是中国首批帆船城市，也是国内帆船帆板赛
事的聚集地。王可表示，海口将围绕帆船帆板、沙滩
运动、足球等特色体育项目，大力引进高水平体育赛
事，大力发展群众喜欢的体育项目，展现海口“活力之
城”魅力。

自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以来，海口办
会办展能力不断增强，2024年举办规模以上展会450
场，会展业综合收入迈上百亿元台阶。

“海口鼓励发展会展产业，注重发挥会展平台牵
线搭桥作用，推动‘会展+消费’深度融合，打造会展旅
游目的地。”海口市商务局副局长杨卫丽说。

离岛免税购物是海南的一张“金字招牌”。海南
省委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蔡强表示，海南离岛免税新
增了即购即提、担保即提方式，对适用这些方式的产
品，游客可以在免税店购买后直接提货带走，不需等
到离岛时才能提货。

依托新便利、新消费、新体验，海口，这座充满活
力的城市，正为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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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文体旅商展”联动
释放消费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刘邓 陈子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