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湟水源》（一）

《守望》栏目下半年代表作文字稿

【节目宣传片】溯源湟水，感受包呼图的热情，拥抱青海

湖的蔚蓝，守望祁连山的豪迈，红色记忆在此唤醒，清澈

湟水奔腾向东，河清海晏，湟水是我家。青海卫视《守望》

栏目“昆仑行”系列节目为您讲述湟水源头的那些事儿。

【开场画面】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航拍

【配音】时值仲夏，夏都西宁却少了酷暑的炎热烦躁，显

得格外舒适惬意。湟水河从西宁穿城而过，河畔成了西宁

人最爱徜徉的一处休闲之所。这条青海的母亲河正诉说着

历史的悠久，也传递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著名生态摄影师：葛玉修】快看，这就是白骨顶，白骨

顶，这，看见没，那边是凤头鸊鹈，现在这边的鸟就特别

多，湿地面积越来越大，鸟类也越来越多。这是过去从来

没有过的。这边看这个是斑嘴鸭领着一群小的。

【配音】作为河湟文化的发源所在，湟水承载了河湟儿女

万千的情感依托。一路向西有座古老的县城——湟源，很

多人都认为湟源就是湟水的正源所在，这里究竟是不是湟

水源头呢？

【画面】航拍转场：包呼图山航拍

【配音】溯源而上，湟水正源发源地并非出自湟源，而是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包呼图山，并从这里

流经青海省大通达坂山与拉脊山之间的纵谷，全长 374 公



里，流域面积 3200 多平方公里，穿流于峡谷与盆地间，最

后在甘肃省永靖县汇入黄河。

【现场：包呼图】今天上来也是正常的巡湖吗？是的，今

天上来干了些什么，主要是巡护，一个是我们温泉的保洁，

现在这里的游客比较多，来这里游玩的人比较多，我们每

天来打扫环境卫生，游客留下的残渣剩饭，白色垃圾，我

们每天随时清理，你们辛苦了，作为管护员，你们确实责

任重大，应该的应该的。

【画面】包呼图山航拍

【现场：甘子河乡】

【记者 王蕾】安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甘子河乡参与

咱们河湖生态管护的人一共是多少？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到目前

为止，参与河湖管护的光生态管护员，咱们乡上就有 61 名。

【记者 王蕾】光生态管护员就是 61 名，他们每个人担负

的职责是什么？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他们每

个人担负的职责，就是原来的五大员整合在一起了，现在

就是“五员合一”，他们现在就是巡湖、巡林、巡草，这

些职责全部都在一个人的身上。

【记者 王蕾】那像是其他的县，他可能有的只是单一的河

长，有的是单一的湖长，咱们这个甘子河乡既有湖又有河，

所以您担任的是什么？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我担任



的是河湖长，就是河湖长，湖就是青海湖，河那就是我们

乡境内的 14 条支流干线。

【记者 王蕾】就是走在这个河边，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湟水

河是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对。

【记者 王蕾】我们站在岸上就能清晰地看到底下的石头，

而且咱们这边是刚刚下过雨。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是。

【记者 王蕾】一般下过雨的话河水都可能会比较浑浊，但

是咱们这个地方看，咱们河水底下的石头是完全可以看得

清了。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这是非

常清澈，这源自于我们乡上多年以来，河湖长制度推行取

得了一个成效，也是我们河湖长工作推行以来，体现的一

个最基本的成就成绩。

【记者 王蕾】因为我们刚才，刚来到这儿的时候，看这边

的山也是特别的绿，水特别的清，就感觉这个湟水两岸山

清水秀，就像一幅画一样，咱们是多久进行一次河道的巡

护？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我们管

护员是随时要来，这是我们不定期，“五员合一”有相关

的管理办法，根据每一个不同的片区，管护员要进行巡查。

我们乡级河湖长的话，我们每月要进行至少两次。

【记者 王蕾】至少两次你得来的湟水的源头，去到青海湖



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对。青

海湖边是往南这边是往北，就是湟水河源头。

【记者 王蕾】对。咱们借着湟水再来讲讲青海湖这边，有

你们负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生态管护的内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青海湖

这边也是我们甘子河乡青海湖流域面积也是比较广，我们

全乡面积 1800 多平方公里，那边将近有 1000 多平方公里

的面积，在青海湖流域，我们主要在青海湖的河湖岸线基

本上要长到 60 多公里，所以我们的主要职责呢，河湖长青

海湖这边的职责也很重要。

【记者 王蕾】咱们的河湖长，一方面是保证水体的安全，

还有一方面就像您刚才讲到“五员合一”的话，其实你们

也有保护野生动物的职责。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对，也

有这个职责，普氏原羚的这个种群我们乡上据生态管护员

的介绍，我们好像也有八百多只，就是我们甘子河乡境内

这一块也是我们“五员合一”的工作的职责，主要的一个

职责，同时我们也推行了林草长制，作为我们乡镇党委书

记，我也是林草长，所以这一块的工作职责，主要以生态

保护为主。

【记者 王蕾】您又是林草长又是河湖长，那咱们湟水流域

这边，我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山，这山里应该有很多珍惜

的野生动物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党委书记 安永虎】这山里

面有雪豹，还有棕熊，还有马鹿，这些都有。下面我们包

呼图源头那里，有个叫鹿头碑，包呼图它这个名字也是来

源于：“有鹿出没的地方”，这个鹿说的就是马鹿。

【配音】实施县、乡、村级河湖长制后，海晏县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2023 年以来，全县 63 名河湖长累计巡河巡湖

19597 人次，清理垃圾 50 余吨，实现守水、护水、治水常

态化、长效化。湟水河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在二类及二

类以上，成为造福海晏人民的“幸福河”。与此同时，这

里的人们也真正做到了护湟水两岸河清岸绿，看一江清水

奔涌向东。

【画面】出甘子河地图，接青海湖航拍

【出镜 记者 王蕾】南岸观湖，北岸看海。背靠祁连山下

好牧场，面朝碧波荡漾青海湖。在海晏县的甘子河乡，除

了可以看到像海一样的青海湖，还可以在这里的湖边遇到

很多可爱的野生动物。黑颈鹤优美的舞姿、普氏原羚蹦跳

的身影，都是这里都是最最常见的场景。

【画面】航拍转场：尖木措家的航拍。

【现场:尖木措家】

【记者 王蕾】在青海湖周边普氏原羚的种群，大概分为三

个种群，一个是在刚察的特护区，还有一个是在鸟岛，剩

下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甘子河。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尖木措大

哥的家里。可以看见旁边有一位“女士”，它是尖木措大



哥曾经救助的一个普氏原羚，尖木措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我们巡护的时候发现了，它被妈妈遗弃了，我们就把它带

了回来就住，现在它已经四岁左右了，生了三个小宝宝，

今年马上快生了。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拍过普氏原羚是在刚

察的特护区,那边救助普氏原羚的牧民大哥给我们讲，就是

咱们这个普氏原羚就回来，它满一周岁的时候我们是要放

归到羊群里面去的，那它为什么四年的时间小沙漠还是会

在您家的院子里出现呢？以前我救助的普氏原羚特别多，

就是这一只特别对我来说有感情吧，它每年生下小宝宝，

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把小宝宝放到羊群里面，然后它又

会回来，它每天都会回来看我就是对我有感情，它把我当

作了它的亲人。

【记者 王蕾】就是这一只小普氏原羚已经成为，就相当于

是您的一个女儿了，跨越物种的父女之情。

【配音】尖木措在青海湖附近的沙丘捡到了一只刚出生不

久的普氏原羚，给它取名“小沙漠”。经过一年的人工饲

喂，“小沙漠”被放归自然。如今，一到产羔季，成年的

“小沙漠”都会回到尖木措家附近待产，可见这只普氏原

羚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尖木措对“小沙漠”来说，

是陪伴，是依恋，是生命的共振。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过来好好睡觉啊，你的妈妈在旁边，你睡着不能跑，听见



没？

【画面】航拍转场，青海湖边

【现场:青海湖边】

【记者 王蕾】远处夕阳落在青海湖上，湖水的颜色都变成

了金色，特别地美。尖木措大哥，您今天现在带我们来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就是我们的兰花湖，今天是来看看我们的普氏原羚。这一

片就是我们普氏原羚的活动区域。

【记者 王蕾】我看我们这后面有一个小水洼，这个地方就

是每天普氏原羚主要是来做什么呢？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现在就是我们普氏原羚马上要产羔，现在普氏原羚母的分

群了，公的分群了，去年的小羊羔也分群了。普氏原羚有

这种方式，生小宝宝的时候全部要分开，安安静静地生宝

宝。我们刚才来时普氏原羚在这里喝水。

【记者 王蕾】晚上它们睡觉也是在这里，因为刚才咱们往

这边走的时候，地下的羊粪也是特别地多。我之前去拍过

藏羚羊，也研究过它们的粪便，咱们普氏原羚的粪便比藏

羚羊的要更大一些，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是。

【记者 王蕾】它的粪便对草场有什么帮助呢？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普氏原羚的粪便对生态有好处，就是一种肥料。你看你现

在手里拿的是普氏原羚的粪便，我拿的是普通羊的粪便，

它的形状不一样。

【记者 王蕾】咱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粪便，它可能都是

偏椭圆形，我们吃的小羊的粪便，它都是圆形。这个藏系

绵羊的粪便，其实对草场也是有好处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还是有好处。

【记者 王蕾】但是普氏原羚是因为纯吃咱们天然草场的草

是吗？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是的，它吃的是草的头，这里面有草的种子，在它的粪便

里可以让草发芽，含有肥料。

【记者 王蕾】是这样，比方说它吃了这边的草，然后到那

边的山坡上去排便，这样子的话，这边的草的种子也可以

到那边去是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是的。

【配音】目前青海湖周边普氏原羚数量为 3488 只，其中海

晏县有 1006 只，普氏原羚种群数量的增长、青海湖生态环

境的逐渐向好，离不开像尖木措这样无私奉献的生态管护

员。

【画面】兰花湖航拍

【现场:兰花湖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你们来看看大天鹅的巢有几个蛋，1 个，2 个，3 个，4 个，

5 个，6 个。

【记者 王蕾】有 6 个蛋，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6 个蛋。看见了没？

【记者 王蕾】看见了。那边还有一只黑颈鹤。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还有黑颈鹤。

【记者 王蕾】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湖，周围有这么多的鸟。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就是。

【记者 王蕾】刚才那个走过去的那个个子比较小的是什

么？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绿头鸭。

【记者 王蕾】绿头鸭，就是脖子以上部分毛是那种绿色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头部是绿的，

【记者 王蕾】那个翅膀是棕色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是的，是绿头鸭。

【记者 王蕾】里面还有好多那种小鸟。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现在这两天鸟全部要筑巢，要孵蛋了。斑头雁已经带小宝

宝了。今天我们到湖边看一下，

【记者 王蕾】看看斑头雁妈妈教小宝宝游泳的样子。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这两天主要是我们团队过来。水鸟已经筑巢孵蛋了，普氏

原羚马上产羔了。这两天我们巡护员有点忙。我们一定要

坚持做好保保护工作，这两年青海湖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你看大天鹅都来筑巢了，不走了。明年大天鹅也就有 8 个

了。

【画面】青海湖航拍

【现场:青海湖边】

【记者 王蕾】您最直观的看到青海湖周边生态的变化是什

么？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这么 20 多年，我看到了，以前我没看到的野花都开了，以

前我没看到的水鸟都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生

态环境应该是慢慢的恢复起来了，

【记者 王蕾】对。生态就越来越好。我和尖木措大哥在聊

天的过程中，你看我们身边的小鸟。生态是有多好，小鸟

离我们特别近，甚至斑头雁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可以

看清它身上的花纹。那像咱们这样的徒步的巡护，大概每

一次咱们出来，每天要走多少公里？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巡护过程中，我们应该要走十几公里。



【记者 王蕾】十几公里。那我看我们团队人员并不是特别

多。这些人他们是自发的，自愿地跟您来一起保护咱们的

生态环境还是？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是的。我们的人员现在是五、六个人。按照我们的规定，

你们两个人去那个地方看看普氏原羚、黑顶鹤这样的。这

两个女同志给我们做饭。我们回来的时候，她们要把中午

饭做好。

【记者 王蕾】每个人的分工明确，那他们是怎么加入到这

个队伍里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以前，是我和桑格大叔，我们两个人。普氏原羚的种群，

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没办法，我们两个人想了个办法，建

一个微信群，弟兄五个，然后他们家里有什么问题，我们

弟兄五个来帮忙，我们保护了几年以后，我们的邻居两个

姑娘给我们打电话，尖木措哥哥，你们这么多年辛苦地保

护普氏原羚，你们每天中午吃不了饭，她们来给我们专门

做饭，后勤我们来保障可以吗？我说可以。

【记者 王蕾】那两个姐姐是专门主动来找您，加入到咱们

的团队里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团队，一方面是巡护的力量变大，冬

天能喝到热热的一口茶对不对？这种特别好。

【记者 王蕾】我们基层的牧民联合起来，一起来保护自己



的家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

【现场:青海湖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监委委员 尖木措】

我们去吃中午饭，你把那个包拿一下，包里面有馍馍。

【记者 王蕾】吹着湖边的微风，然后看着美丽的千海湖，

然后和我们这么多可爱的这些管护员一起坐在这边喝奶茶，

喝着奶茶，吃着炒面，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

的心旷神怡。

【现场：唱歌】再唱山歌给党听，我把歌儿献给你。56 个

民族共唱一首歌，我们一起再唱山歌……

【配音】除了日常的巡护，尖木措每年都会根据当地湿地

水位情况，来确定是否为黑颈鹤搭建人工巢，今年的水位

对于黑颈鹤产卵来说，是刚刚好。

【画面】航拍：黑颈鹤谈恋爱

【节目宣传片】溯源湟水，感受包呼图的热情，拥抱青海

湖的蔚蓝，守望祁连山的豪迈，红色记忆在此唤醒，清澈

湟水奔腾向东，河清海晏，湟水是我家。青海卫视《守望》

栏目“昆仑行”系列节目为您讲述湟水源头的那些事儿。

【画面】地图：嘛呢岱生木多

【画面】雪豹照镜子

【配音】第一次从镜子中看到自己，雪豹认真的样子显得

特别可爱。想要让野生动物在红外相机前停留，其实是件

特别困难的事情，需要生态管护员费尽心机，这幅雪豹照



镜子的经典画面，就是出自生态管护员尕布藏放置的红外

相机。

【现场】尕布藏在家装车，准备去巡护···

【配音】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换摩托，摩托到不了的地

方，可以换双腿。祁连山的巡护路途远比你想象中更艰难。

【现场:汽车内】

【记者 王蕾】那就是说咱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平

时很容易观测到雪豹的话，证明这个地方岩羊也是特别多。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岩

羊也多。对，哪里有岩羊哪里就有雪豹。

【记者 王蕾】雪豹其实是一个挺挑食的猫科动物。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就

是挑食。

【记者 王蕾】它好像只吃岩羊，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过

期腐败的肉也不吃，

【记者 王蕾】那种放坏的。

【现场:摩托车】

【记者 王蕾】咱们每次进山然后换车，大概从这个地方走

过去，需要多长时间呀大叔？从刚才咱们换车的地方，走

到咱们的目的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应

该还有 50 公里。

【记者 王蕾】还有 50 公里。我们要体验 50 公里的这样子



的特别颠的路。说实话，我现在脚都颠麻了。其实这个要

是车技很一般的话，就很容易滑下去了。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滑

下去，肯定要滑下去。

【记者 王蕾】天呐，这感觉就……我感觉那已经没路了，

大叔……

【现场：雪豹观测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红

外相机放置的地方。

【记者 王蕾】之前放红外设计相机的地方。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这

个之前没拔出来，现在可以拔掉了。

【记者 王蕾】现在把它拔掉。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就

从这里过来了 3 只雪豹，然后在那个上面匐着。

【记者 王蕾】您这个工作大概要多久做一次？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一

般是一星期去两次，一星期去巡护两次。然后这个红外相

机放置以后。半年要回收一次，看一看电池完了没有？

【记者 王蕾】那好，我们就接着走，我来拿着，我来拿。

【配音】今天的巡护，尕布藏非常开心，有了摄制组的一

路陪伴，他不再孤独。

【现场:爬山】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带



你们看看今天巡护的路是什么样子的过程，体验一下。

【记者 王蕾】我刚才过河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我的裤子

到现在还是湿的。

【配音】车能开到的地方距离红外相机布置点还有四公里。

可能是怕我们退缩，尕布藏一直在说“马上就到了，还有

五百米。”

【现场:爬山】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你

走路可以啊。

【记者 王蕾】我还行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行。

【记者 王蕾】对对对。总书记说了，我们新闻工作者要践

行“四力”的，其中有一力就是脚力，你不能走路，怎么

能看到这么好的风景？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总

书记说了，我们管护员眼睛要亮，耳朵要明。

【配音】从下车到登顶，用时共计一个半小时。

【现场:爬山】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呐！

【记者 王蕾】大叔，你在干嘛？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我

再取一下我的那些设备。

【记者 王蕾】这个小瓶子是干嘛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这

个是试管。

【记者 王蕾】这里面我们会装一些它们的粪便？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对，

顺便再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电没有了，就换一下，看一

下里面拍到了什么内容。

【现场：红外相机】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有

呢，有呢。

【记者 王蕾】有呢？是哪个？那个就是我们的红外相机，

尕布藏大叔现在给我们看一下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拍

到了什么野生动物。

【记者 王蕾】咱们这个石头固定的，也是您现捡的石头，

在这堆的？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只

要不固定的相机就容易翻掉，就什么也拍不到了，拍不到

了。

【记者 王蕾】这个是跟我们刚才捡回来的一样的，野生动

物“自拍杆”。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夏

天的时候就直接插进去，就这样插进去就可以。

【记者 王蕾】冬天因为它是冻住的是吧？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看



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呀？

【记者 王蕾】尾巴挺长的，尾巴看起来很长。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像

貂一样。再往下有什么，这个雪豹。

【记者 王蕾】雪豹，雪豹。

【小短片】大家好，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大家可

以叫我小雪，或者小豹，或者小雪豹都可以。接下来我给

大家介绍我可爱的邻居们。哦，它是我的食物岩羊。它每

天都会在这吃饭。这是我的邻居，它叫石貂。这是我的邻

居们，它们叫做雪鸡。哦，这又是我，不好意思啊，这是

我上厕所的一个视频。被拍下来了。

【现场：雪豹观测点】

【记者 王蕾】今天我最最艰巨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大

叔，我们先是用右手戴手套，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对。

【记者 王蕾】右手戴好手套，左手拿这个试管，两个试管

都要装吗？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都

要装。

【记者 王蕾】放多少？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你

就装满就行了。

【记者 王蕾】装满？但是大叔它是硬的，硬的话就切一下。

你看这里面全是毛，全是岩羊的毛，那证明它吃得很好。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管护员尕布藏】这

个粪便采回去以后，我们会送到疾控中心检测化验，看一

下它们吃的是什么。

【配音】管护员的工作看起来很枯燥、很寂寞，但尕布藏

说生态管护员就是要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好家乡的生态环境。

【片尾字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