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2 日，我们馆科普剧团成立 6 周年。

从 2016 年至今，剧团共创作了 20 本剧本，演

出近百场次。我们的足迹不仅遍布浙江全

省，还走进贵州大山深处，更走出了国门。

2012年 7月 18日，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正式开馆，我是首批员工之一。作为全球第

一家以低碳为主题的大型科技馆，我们应如

何更好普及低碳知识，传播低碳理念？如何

让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加了解低碳生活、低

碳城市、低碳经济？这是我们的课题。

2015 年年底，科技馆组织员工举办了

一场联欢会，大家纷纷献艺，最受欢迎的当

属小品节目。几位同事的表演并不专业，

但台下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这给我们提

供了灵感：如果把低碳理念融入小品之中，

是不是也能更好地激发观众的兴趣呢？

经过广泛收集资料，一种名为“科普剧”

的表现形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立一个科

普剧团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然而，把想法

变为现实，我们还面临不少难题。

最大的难题就是剧本。当时，以低碳为

主题的科普剧剧本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

相关资料可供借鉴。此前，我曾担任杭州科

协社区科普讲师团讲师，时常在街道、小区开

展科普讲座。我发现，晦涩的科学理论只能

让听众昏昏欲睡，只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故事才能激发他们的兴趣。最终，我们决

定以垃圾分类为主题。在大家集思广益之

下，第一个原创科普剧剧本《今天你分了吗？》

最终出炉。

随后几年，我们创作的科普剧剧本越来

越多，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新卖炭翁》获

2017 年国际科普剧表演大赛金奖、第四届全

国科学表演大赛科普剧一等奖，还曾经去新

加坡表演并获奖。2018 年，《天下无贼》获第

六届全国科学表演大赛成人组一等奖。2019

年，《爱丽丝梦游仙境之致命元素》和《铅笔里

藏着大明星》分别获国际科普剧表演大赛金

奖与银奖。

2018年 12月，我们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表演了《神奇的泡泡》，把低碳

环保相关知识送到大山深处。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科普剧线下表演减少，但我们创作的

低碳主题科普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上播放

量超千万次。

时光荏苒，2008年从部队转业后，我从事

低碳理念科普工作已经 14年。每次收到孩子

们自己创作的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科普剧剧

本，一种奇妙的满足感便油然而生。我知道，

低碳理念的种子已悄悄播撒进他们的心里。

（梁 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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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开湖了开湖了。。进入进入44月下旬月下旬，，辽阔的青海湖冰面终于融化辽阔的青海湖冰面终于融化。。
近近 1515年来年来，，青海湖水位上升青海湖水位上升 33米多米多、、面积扩大面积扩大 300300多平多平

方公里方公里。。与与 20022002年相比年相比，，青海湖裸鲤的资源蕴藏量增长青海湖裸鲤的资源蕴藏量增长 4040
余倍余倍。。斑头雁斑头雁、、棕头鸥等候鸟陆续归来棕头鸥等候鸟陆续归来，，一幅动人的生态一幅动人的生态
画卷缓缓铺展画卷缓缓铺展。。再过一阵子再过一阵子，，湖边牧草逐渐返青湖边牧草逐渐返青，，牛羊慢牛羊慢
慢肥壮慢肥壮，，游客也会越来越多……游客也会越来越多……

守住绿水青山好风光的牧民们守住绿水青山好风光的牧民们，，享受着充满希望的好享受着充满希望的好

时光时光。。
青海湖青海湖、、三江源三江源、、祁连山祁连山，，““一湖一源一山一湖一源一山””组成我国重组成我国重

要生态屏障要生态屏障。。
20212021年年66月月，，习主席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习主席在青海考察时强调：：““保护好青海生保护好青海生

态环境态环境，，是是‘‘国之大者国之大者’’。。””近年来近年来，，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承担着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保护
三江源三江源、、保护保护““中华水塔中华水塔””重大使命的青海重大使命的青海，，在守护绿色在守护绿色、、依靠依靠
绿色的发展实践中绿色的发展实践中，，将更多美丽献给世人将更多美丽献给世人，，留给后代留给后代。。

一个公园

大江东流的“源头责任”

白色冰川与褐色高山裸岩之间，无数

毛细血管般的溪流发源、汇集，向东奔流。

这里是拥有“中华水塔”之誉的三江

源，每年向长江、黄河、澜沧江输送洁净

水资源逾 600 亿立方米，是我国乃至亚

洲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

昔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因素

影响，三江源生态一度恶化。玉树藏族

自治州曲麻莱县牧民白玛江才，对六七

年前的景象记忆犹新：“草原上出现许多

黑土滩，别说放牛放羊，大风一吹，沙子

让人睁不开眼。”

改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迫在

眉睫。

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正式启动。当时，公园内存在 6 类 15 个

保护地，互不相通。“查办一起案件，往往

需要公安、国土、农牧、环保等多个部门

出动。”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

局执法大队首任队长仁青多杰坦言，“谁

都管不全，也都管不到底。”

怎么办？青海省大胆探索创新：成

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组建长江源、

黄河源、澜沧江源 3 个园区管委会；对三

江源地区的 4 个县进行大部制改革，将

国土、环保、水利、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

一体纳入管委会，变“九龙治水”为“一块

牌子管到底”。

也是在这一年，白玛江才放下牧鞭，

戴上红袖章，从环境资源的索取者变成

生态保护者。察看牧草长势、记录野生

动物变化、捡拾垃圾，白玛江才每天上

午、下午各巡护 1 次，每月有 1800 元的固

定工资。他对自己的责任也有了新的理

解 ：“ 以 前 放 牧 四 处 漂 泊 ，收 入 也 不 稳

定。如今领着国家的工资，更要尽心尽

力守护好自己的家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目前共有 1.7 万余名生

态管护员持证上岗。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放眼如

今的三江源，一张绿色答卷可圈可点：“十

三五”期间，三江源地区输送水量年均增

加近百亿立方米；与 2015 年相比，草原综

合植被覆盖度提高 4.6%；可可西里藏羚羊

种群数量从不足 2万只增加到近 7万只。

2021 年 10 月 12 日，我国正式设立首

批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位列其中。

从体制试点到正式设立，肩负“源头责任”

的三江源，成为美丽中国的“生态之窗”。

一条曲线

绿色转型的发展轨迹

3816 米。站上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的瓦里关山山顶，星空和白云似

乎触手可及。

89 米。山顶空地上，一座气象梯度

观测塔高高耸立，将空气通过密闭管道

引入机房的精密仪器。

这里是地球的“体温计”——瓦里关

中 国 大 气 本 底 基 准 观 象 台 ，实 时 监 测

记录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数据。根据其

观测数据绘制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

线，就是国际气象界赫赫有名的“瓦里关

曲线”。

“为确保‘瓦里关曲线’数据准确，观

象 台 方 圆 50 公 里 内 不 能 有 较 大 污 染

源。”台长关晓军介绍，这样严格的要求，

曾让当地感到很大压力。

生态优先，是约束，也是契机。

共和县三分之一的面积被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放眼青海全省，90%的国土

面积被列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

将优先转化为优势，青海走上绿色

转型之路。当地将众多工矿企业“拒之

门外”，以风电、光电、水电为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2020 年，专门输送

风光新能源的青豫直流工程投入运营。

源自高原的“绿电”跨越崇山峻岭，点亮

了中原大地的万家灯火，实现经济效益

和生态保护双赢。

西宁市甘河工业园区的多晶硅生产

线上，一块多晶硅材料经过系列工艺处

理 ，被 制 成 太 阳 能 光 伏 板 运 往 全 国 各

地。当前，西宁市多晶硅、锂电材料、碳

纤维三项清洁能源装备生产材料的产

能，分别占全国的 20%、33%、36%。借助

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西宁的资源型产

业向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转型，实现“绿

色变身”。

青海最大的潜力在生态，受益于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还有生活在广

袤草原上的牧民。

“ 去 年 一 年 ，产 业 分 红 加 上 外 出 务

工 ，全 家 收 入 比 之 前 增 加 了 3 倍 多 。”

祁连县黄草沟村牧民岗青本是生态畜

牧 合 作 社 的 直 接 受 益 者 。 近 年 来 ，黄

草 沟 村 借 助 草 原 生 态 奖 补 和 政 策 红

利，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推广良种

繁育和科学高效养殖，实现“减畜反而

增收”。

作为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在

青海省，800 余个村庄的牧民加入合作

社，发展生态畜牧业。“草旺了，牛羊肥

了。村里的空闲劳动力建起家庭牧场发

展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销路更广了！”

一个课堂

生态理念的传递播撒

一片生态农业的实验田，播种青稞

种子；一堂实践课，播种生态理念的种

子。

4 月 12 日，澜沧江畔，玉树州囊谦县

多昌村的 30 亩土地上，青海师范大学玉

树实验学校的学生，将腰间布袋里的青

稞种子，一把一把撒向大地。

“这是种植劳动课程，趁着 10 余天

的青稞播种期，每个班种一亩地。伴随

青稞成长周期，学生们将参与有机种植、

环境监测、科技运用等实践活动。”校长

樊成岩告诉记者，学校结合玉树生态建

设成就和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开设

种植劳动课等校本课程。

在三江源地区，已有 100 余所中小

学将生态理念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今

年初，祁连山中学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

学校挂牌，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

生态学校数量已达到 13 所。从生态管

护员到环保志愿者，从专家学者到一线

工作者纷纷站上讲台，不断创新线上线

下联动等教学模式。

马贵龙是祁连县野牛沟乡边麻村村

民，2018 年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担任

学校生态课教师后，每到假期，他就带着

学生们一起巡山、观察记录动植物，将自

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身边的故事是最好的教材，山青水

清的国家公园是全民共享的自然课堂。

“你知道普氏原羚是我国特有物种，

现在仅青海湖地区有分布，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吗？”同样的问题，在青海省环

境教育协会开展的《学生群体青海湖地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态度、实践调

查》中，2021 年普遍认知率超过 60%，而

2019 年仅为 45%。

“ 青 海 具 有 独 特 的 资 源 禀 赋 ，我 们

生活在自然里，身边就是风景。”协会会

长尤鲁青介绍，自 2012 年成立至今，协

会 共 开 展 自 然 体 验 、科 普 讲 座 等 活 动

650 余场次，参与者超过 30 万人次。

“保护青海湖、我是志愿者”活动深入

开展，群众参与热情高涨；西宁市推出“碳

积分”小程序，市民选择步行和自行车骑

行等低碳出行方式获得积分……行胜于

言，生态教育需要全民参与。

著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曾说：“唯

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

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一幅学

生们手绘的 10 米长卷，是尤鲁青收到的

珍贵礼物。画卷上，门源县的学生画上

成群的盘羊，祁连县的学生点缀青草和

蒲公英，德令哈市的学生绘制沙漠和盐

湖……透过稚嫩的笔触，尤鲁青看到了

孩子们眼中大自然的美丽和珍贵，看到

了孩子们心中破土而出的嫩芽，看到了

美丽家园的未来。

守护“中华水塔”美丽画卷
—青海省建设生态文明高地闻思录

■本报记者 张 蕾 张培瑶

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玉则风光。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的光伏电站。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