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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江大河
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滋养着广袤大地。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地处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素有

“中华水塔”“亚洲水塔”美誉，是世界高
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

自然变迁、人为活动等因素，曾导
致三江源草原退化、河源断流……

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一户
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成为最大的亮
点。体制试点范围内，从事传统畜牧业的
当地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他们放下牧鞭、
守护江源，真正成为国家公园的守望者。

守护绿色 呵护源头

48岁的牧民生态管护员索南文毛，
家住长江源头所在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治多县。蜿蜒奔涌的长江水，在这
里形成“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壮美景观。

这里曾经草原退化严重，还出现了
黑土滩。“国家公园建设让家乡的环境保
护得更好，很多野生动物又回来了，草
原、水都比以前更干净了。”索南文毛说。

49岁的文校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长
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的生态管护
员。在文校的手机和相机里，有不少雪
豹、白唇鹿等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照
片。拍摄记录野生动物，是文校的一项
工作内容，也是他最大的爱好。

“现在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因为
草越来越高了，生态越来越好了。”文校
感慨道。

文校常年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
区奔波，每个月要进山巡护一周左右，
他却从不觉得累。他说，能够亲眼见证
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守护家乡的山
水，是他心中最幸福的事情。

近6年来，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跟
文校、索南文毛一样，成为生态管护员，
端上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依靠绿色 保护希望

头顶蓝天白云，玉树州杂多县昂赛
乡在严寒中显得一片静谧。澜沧江在
这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了风景
壮丽的昂赛大峡谷。峡谷两边层峦叠

嶂，丹霞地貌奇美无比。
白玛文扎是昂赛乡年都村牧民。

往日与牛羊打交道的他，如今放下牧
鞭，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向导。昂赛乡
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这里也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个开展生态体
验特许经营活动的试点。

由生态专家教授野生动物知识、野
外注意事项等知识和技能后，牧民就能
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小规模预约生态访
客了。访客需签订协议遵守一系列生
态保护行为准则，在这里进行生态体
验，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魅力。

如今，白玛文扎已经是三江源国家
公园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的受益者，
通过带领访客到峡谷游览、观测野生动

物活动，一年下来收入不菲。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守着大山放

牧。从来没想到过，家乡的好风景会给
大家带来好‘钱’景。”白玛文扎说。

追梦绿色 守护生灵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三江源
高寒缺氧，气候严酷，却并非生命禁区。
恰恰相反，这里有地球上极富野性之美
的地理景观——广袤的冻土，浩瀚的冰
川，扶摇的雪线，巨大的山系，辽阔的草
原，古老的原始森林，更有漫山遍野的珍
稀野生动植物，共同构成世界上高海拔
地区独一无二、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

雪豹、金钱豹、兔狲、喜马拉雅旱
獭、白唇鹿、藏狐……多种高原野生动
物在这里栖息繁衍，使三江源成为野生
动物的天堂。

相关报告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日益
显现，植被盖度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
明显增强，野生动物种群增多，数量得
到恢复性增加。

“这一切保护成效的背后，离不开
生态管护员们的担当与坚守。”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说，截至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超过两万名
生态管护员，他们从事草原管护、生态
观测、气候监测等工作，掌握所在区域
的生物多样性情况，成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力量。 据新华社

昼夜不停、全年无休的洋山港四期
自动化码头，迎来世界各地的大型货轮
停靠；距离洋山港百公里之外的商务楼
里，工作人员动动按钮即可轻松操控港
口桥吊；造船基地承揽海外订单应接不
暇，正在建造的世界一流大型货轮“摩肩
接踵”亟待出海……国际疫情阴霾之下，
这些场景彰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
强劲“耐力”、硬核“实力”和创新“潜力”，
为稳定外贸、畅通供应链提供坚实保障。

从高空俯瞰，洋山港正如一艘扬帆
远航的巨轮向海而兴。上海正持续推动
开放共荣，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升级版”。

疏解堵点断点
保稳保畅“通江海”

码头拥堵、集装箱紧缺，疫情给全
球航运业造成重创，不少海外大港陷入
滞港“泥潭”导致物流通道遇阻，直接导
致外贸企业出货难、运货贵。

当海外港口为“堵点”发愁时，上海
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运作正常。“21
台桥吊、108台轨道吊，远程操控仅需7
至8名工作人员，无接触作业降低了疫
情的冲击，还提高效率减少拥堵，为国际
货轮争取宝贵时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尚东分公司桥吊远程操作员黄华说。

然而，单个码头无阻不能保证航运
网络畅通，海外港口的停滞、低效导致
集装箱周转不畅，不少外贸企业因“缺
箱”导致货物滞港，叫苦连连。

上海港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
枢纽功能，发挥全球资源配置作用“千里
运空箱”，以“输血”方式为外贸企业补充
集装箱供给，还与马士基、达飞等国际航

运企业一起打造上海港东北亚空箱调运
中心，成为集装箱周转“蓄水池”。

帮助外贸企业打通出口航路，还需
要深入到物流网络的“毛细血管”。多
年来，上海港推进长三角区域港口与物
流一体化，整合“水—公—铁”物流通道
资源，发挥多式联运的优势实现全流程
覆盖，让物流通道连接江海、驶向深蓝。

固底板锻长板
全要素集聚“强筋骨”

3月3日，中国首艘21万吨纽卡斯
尔型升级版智能散货船“山东新时代”号
在上海交付，散货船实现了智能升级。
其交付离港地是上海的外高桥码头，这
里几乎集聚了各类船型中最大、最先进
的船舶产品，如同一所户外船舶展览馆。

尽管经受疫情冲击，但位于上海的
江南造船、外高桥造船、沪东中华造船
三大船厂加强疫情防控率先复工复产，
大型集装箱船、双燃料船等行业明星产
品平稳交付。品质产品和良好信誉吸
引国际航运巨头的造船订单纷至沓
来。在全球航运市场运力紧张的情况
下，中国造船企业不断实现产品升级，
为市场“输血”赋能。

雄厚的船舶制造实力、广阔的产业
发展腹地、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都是
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突出优势，这
些优势在上海航运资源加快集聚、服务
功能整体提升的支撑下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上海航运高端服务业依托
航运物流体系化建设加快发展。目前，
上海船舶险和货运险业务总量全国占

比近1/4，国际市场份额仅次于伦敦和
新加坡。2021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位列全球第三。上海市交通委主任于
福林介绍，全球排名前列的知名国际航
运组织纷纷在上海设立总部、分支机构
或项目实体，正体现了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以变应变
开放创新中“优布局”

“通过数据大屏，我们可以实时掌
握在航船舶的状态，通过数字化手段及
时收集、分析信息，有助于制定更科学
高效的运营计划。”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扬帆说。

数字航运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方
向，中国航运业的新探索已经走在前
列，并已付诸实践。中远海运集团推进
区块链技术在航运业的应用，牵头打造
了行业区块链联盟“全球航运商业网络
（GSBN）”，目前，这一平台已经推出
“无纸化放货”，将进口货物单证手续办
理完成时间从24至48个小时缩短到4
个小时以内。

产业布局由浅入深，正在向着智能
化方向延伸。网络布局则是由近及远，
通过模式创新和管理互通，提升航运网
络的运转效率。上海港和中远海运集
团已经通过港口建设合作加快全球化
布局，这也是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辐
射作用的重要体现。

大海从不平静，全球航路也会遭遇
急流暗礁。面对航运市场不断出现的
新挑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变应变，
在开放创新中穿越巨浪开创航运发展
新局面。 据新华社

放下牧鞭，守护江源
——书写在极地江源的生态答卷

向海而兴 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升级版”

2月17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新华社发

2021年10月20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的三江源国家公园
黄河源园区内，藏野驴在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