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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青海三江源，作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原

生物种质资源库，对全国乃至全球都意义重大。2015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

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近 6年探索，见证了一个全新生态治理体系的诞生。

先行先试闯新局

才仁闹布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已显陈旧，上面各类保护地像拼在一起的七巧板，

看得人眼花缭乱；另一张，化零为整，都归属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的管辖范

围。

过去 6 年，参与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从体制试点到正式设立的全过程，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管委会治多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才仁闹布将最大的变化总结为：“以前是‘九龙治水’，现在实现

了‘一块牌子管到底’。”

2015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方案》——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没有现成模式、没有成熟经验，在超过 12 万平

方公里的试点范围内，青海先行先试，大胆闯出新路子：

省上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其下组建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对源头

所在的治多县、曲麻莱县、玛多县、杂多县等 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将国土、林业、环保、水利等

县级主管部门一体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同时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

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执法机构，也纳入管委会整合下设为资源环境执法局一家。

几年来，试点交出如下成绩单：在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前提下，从原单位连人带编划转到三江源

国家公园新设管理机构，县级部门精简了 25%；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原有 6类 15个保护地进行优化

整合，实现一体化管理保护；大部门制改革后，监管能力有效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综合执法机关累

计查处各类行政案件 394 起、刑事案件 4 起，违法行为查处率达 100%。

2019 年 6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我国自然保护地未来将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 3类。国家公园建立后，在相同区域一律不再保留或设立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

“这意味着，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高级别的国家公园，将贯彻‘一块牌子管到底’的理念。”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湘国看来，这一理念的核心，就是“促使治理效率愈趋最

大化、治理能力愈趋集约化”。

治理成效，写在大江大河上：据统计，2016 年到 2020 年，三江源地区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

立方米。

一把尺子量到底

话题引人入胜、风光美丽如画、视频精彩独家，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微博开通近 5年来，发布超

4000 条微博，吸引大量粉丝，国家公园不在远方，而在指尖。

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全面上线，凸显着三江源主动走近公众

的积极意愿。

探路国家公园，犹如“白纸作画”，需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依托这一全新体制，大

力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点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编制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以及科研科普、生态管护

公益岗位、特许经营、社会捐赠、志愿者管理、访客管理、国际合作交流、环境教育等一整套管理办

法，形成了在广袤江源大地上能够“一把尺子量到底”的“1+N”制度体系。

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大数据中心，只见巨幅环形电子屏上，借助国产高分辨卫星

的“天眼”，三江源国家公园近在眼前。“植被、水体等生态信息的分辨率能达到 16 米，人类活动

信息更是能精确到 2米，辅以自动捕捉技术，让破坏生态的不法行为无处遁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

理局生态监测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 10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宣告设立。如何在生态优先前提下切实保障好民生？新课题摆

上案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配合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省财政厅等部门制定《青海省陆生野生动

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险赔偿试点方案》，推进野生动物致害责任保险理赔机制试点工作。玉树藏族

自治州政府数据显示，2021 年安排财政资金 236.6 万元，为全州 37.8 万名农牧民群众购买野生动物

致害责任保险服务。

以“谁受益、谁补偿”为原则建立黄河流域横向补偿机制试点、在阶段性项目外探索常态化的生

态奖补长效机制……正式设立后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在致力于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

上，每一步都是新的开拓。

人与江源和谐共生

放下牧鞭、领上工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牧民尔杰仁增，如今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

区生态管护队伍的一员。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已有 17211 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从昔日的草原

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和红利共享者。

走进有着“中国雪豹之乡”美誉的澜沧江大峡谷，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村民云塔

这两年当起了“服务员”。三江源国家公园在这里探索开展了雪豹观察特许经营项目，22 户牧民家

庭被选拔确定为“生态体验接待家庭”。经过培训，云塔一边为生态访客提供食宿服务，一边当起了

司机和向导，带生态访客进入峡谷深处进行科研、摄影、生态体验、自然观察。特许经营带来的收益，

45%归接待家庭，45%归乡村用于公共事务，10%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基金。

位于治多县城的吉尕小学，生态教室里，10 余名学生正在做手工：有用废旧光盘做成的自行车

模型，有用废旧纸盒做成的小卡车……伴随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课堂进校园”活动，吉尕小学的

700多名在校生，除了日常的文化课学习外，还对生态教育有了更多了解。

精彩故事还在国家公园持续上演，而更深刻的变革也在发生。就在去年，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和

功能分区完成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优化调整，实现了黄河、长江源头完整纳入国家公园，重要野

生动物栖息地全部划入核心保护区。此次调整后，三江源国家公园面积扩大为 19.07 万平方公里，较

试点面积增加了近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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