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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的黄河源，草木青黄秋意浓。

清晨，牧民曲加骑着摩托开始了在黄河

源头扎陵湖畔的巡护工作。

指着远处的一片草场，曲加告诉记

者：“那是我们过去放牧的地方，现在村

里没人放牧了，每家每户都有一名像我

一样的生态管护员，每个月有1800元的

收入。”

青海省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具代表

性的区域之一，这里每年出境水量超过

600亿立方米。

当地牧民的生活变化是青海推进国

家公园建设、守护中华水塔的成果之一。

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我国首批设园、面积

最大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湖国家公园加快推进，目前，青海成为全

国唯一一个三个国家公园在建省份。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当地政府部门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三江源地区水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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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以上，长

江、黄河干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保

持在Ⅱ类及以上，水源涵养能力和服务

功能持续增强。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

军说，从2000年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再

到 2021 年正式设立国家公园，20 多年

来，三江源的生态保护范围不断优化、保

护措施不断完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迈

向从单纯保护生态转向全面统筹生态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总面积 70 多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因其而

得名。

2002年到2023年，青海湖湟鱼的资

源量增加近46倍。数字变化的背后，是

政府与当地牧民的共同努力和守护。

“保护湟鱼就是保护青海湖，就是保

护环境。”56 岁的代焕生来自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泉吉乡新泉村，1985年起

代焕生就跟着村里的乡亲们开启了打鱼

为生的日子。

“下午下网后，第二天早晨我们满心

欢喜等待收网，40米长、1米宽的挂网一

次能捞六七百斤鱼。”代焕生说，等到了

冬天，他们在结冰的青海湖上凿开冰洞，

用引线机器将“天罗地网”布置于冰下，

再将越冬鱼儿一网打尽。

经过多年持续保护，如今青海湖畔

再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美景。代焕生

所在的“捕鱼村”也变成了“护鱼村”，每

当泉吉河出现水断流、鱼搁浅，村民们用

木盆装上鱼，把它们放回湖里。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久

谢说，鱼鸟共生是近年来青海湖水域生态

环境改善的重要成果之一。目前青海湖水

质优良率达100％，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

60％，湿地保护率达69％，近10年来，青海

湖水体面积及水位递增趋势明显。

祁连山是我国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

养生态功能区，是连接青藏高原与黄土

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守护“中华水塔”、

涵养河西走廊的重要生态屏障。青海湖

北岸的青海省海北州是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核心区域。2017年，祁连山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全面启动。

张丽萍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阳沟管

护站的生态管护员，张丽萍说，跋山涉水、

直面刺骨寒风，队员们尽职尽责。如今，

祁连山腹地生态修复治理区草木葱茏，植

被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现在我在自己

的管护区域内经常能看到岩羊、黑颈鹤，

还有很多我以前没见过的候鸟。”

当前，大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是青海

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实践。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青海自然保护地总面积为

40926.6 万 亩 ，占 全 省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39.16%，其中国家公园占全省自然保护

地总面积的 75.68%，初步形成了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

2024 万峰林万人徒步大会 9 月 27
日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

义市万峰林景区举行，有上万名徒步爱

好者参与。

“在风光秀丽的峰林中运动，简直是

一种享受。”兴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作

为一名徒步爱好者，近年来，她每年都会

参加当地举行的徒步大会，步道穿过村

庄、田野，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心情。

贵州省体育局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

心副主任蔡顺宇介绍，作为全国唯一没

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境内 92.5%的

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喀斯特地貌占全省

总面积的 61.9%，是世界上岩溶地貌发

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山地自然环境，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山

地运动资源。

同时，贵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

条件、自然环境舒适宜人，全年有300天以

上适宜开展山地户外运动，具有周期长、

类型多、体感好的特点，加之山地资源丰

富，有“山地公园省”之称。贵州正在受到

越来越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喜爱。

近期，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

区的老王山走红网络，吸引了众多户外

运动爱好者前去登山“打卡”，并将短视

频分享到社交平台上。

“我们凌晨 4 点就出发了，虽然很

累，但看到日出的那一刻，感觉所有疲倦

都不见了。”不久前，家住六盘水市钟山

区的杨香，刚和朋友一起登顶了老王山。

经过多年发展，贵州逐步形成了以

“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奔跑贵州”山地

跑系列赛、“翱翔贵州”滑翔伞比赛、“全景

贵州”公路自行车赛、“水韵贵州”水上运

动系列赛、“魅力贵州”定向运动系列赛、

“激情贵州”汽摩系列赛等山地户外运动

自主品牌赛事为主的赛事体系。

目前，贵州已建和在建的桥梁超 3
万座，高桥资源丰富。贵州正在依托这

些高桥资源，探索开展高桥蹦极、低空跳

伞等高空体育旅游项目，吸引极限运动

爱好者前来“打卡”。

9月 21日至 24日，2024第二届国际

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第一站和第二站先

后在北盘江大桥和坝陵河大桥举行，吸

引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30名运动员参赛。

在高 370 米的坝陵河大桥，62 岁的

日本跳伞运动员久保安宏和女儿久保杏

夏，面对面、手拉手，纵身飞跃而下，上演

了惊险刺激的低空跳伞。

蔡顺宇介绍，为进一步推动体育事

业发展，贵州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已建成

生态体育公园104个、汽车露营基地100
个，创建 32 个景区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34个城镇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2个体育

特色小镇。

户外运动的兴起，有力带动了地方

经济社会的发展。据贵州省文旅部门统

计，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和旅

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9.6%和 12.4%，

限额以上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

增长5.4%。

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为期 10 天的 2024 年铁路国庆假期运输将于 9
月 29日开始至 10月 8日结束，武铁计划加开 1500
余列客车，以满足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根据12306客票预售情况和客票候补数据，今

年国庆黄金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

武铁预计发送旅客 850 万人次，铁路客流将呈现

“头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其中，10月

1日预计将发送旅客110万人次。

武铁将采取增开临客、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

动车组重联运行、开行夜间高铁等措施，动态增加热

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的运力投放。其中，直通方向加

开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方向客车1290
余列，管内加开十堰、宜昌、襄阳、麻城等地客车220
余列；进京、进沪、进穗等热门线路的列车满轴、满编

组运行；出行的高峰期，还将加开夜行高铁。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武铁在各大车站强化

“银发”和脱网人群服务，在售票厅、服务台、综合服

务中心等区域增设引导和服务人员；设立12306预

约旅客会合点，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

站、接送、乘车服务；加强与地方公交部门联系，在

大客流集中到达时段增开前往景区的旅游公交。

“长江口二号古船启动试发掘！”9
月28日上午，在位于上海杨浦滨江的上

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随着一声号令，巨

型黑色钢架和玻璃构造的考古智能保

护舱被“一键开启”。多名考古工作者

持手铲走进考古舱，开始发掘文物。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代同治

时期的木质帆船，也是目前我国发现体

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木质沉船

之一。2022年11月，这艘古船被整体打

捞出水，迁移至上海船厂旧址 1号船坞

存放。

记者了解到，上海已在杨浦滨江建

成国内领先的考古工作站，内嵌我国超

大型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系统，包括可

开合考古智能保护舱、综合考古发掘平

台、文物保护实验室三大模块。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说，此次

长江口二号古船试发掘区域位于古船

南端。考古工作者将布设 4 个探方，

挖掘面积约为 124 平方米，深度约 3
米。此次试发掘意在摸清古船整体结

构，为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

做准备。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水多时的长江

口二号古船仍难睹“真容”，船身覆盖泥

土、爬满藤壶，犹如沉睡的“时光宝

盒”。古船被一个长度达 14米的“黑匣

子”守护，也就是考古智能保护舱。“黑

匣子”外面，已建成一座总建筑面积达

3671.17平方米的“白房子”——长江口

二号古船考古工作站。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

说，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工作站是目前

我国最先进、体量最大的智能化考古专

用工作站，填补了我国超大型水下文物

实验室考古领域的空白。

据悉，长江口二号古船试发掘将在

2025年 1月结束，正式发掘预计在 2027
年之前完成。上海计划在杨浦滨江建

造一座考古主题博物馆。

走进新疆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法庭的

院子，迎面便看到一座粮仓式样的群众纠纷调解

室。时下进入秋收季节，农区纠纷数量增多，这座

“粮仓”便成了庭长贾维亮日常办公地点。

奇台县是新疆农业大县，农业人口众多。“我

们法庭收案数量与农时紧密相关，春秋两季群众

纠纷数量就会上升，涉及农资欠款、劳务合同等各

种类型。”贾维亮说。

老奇台人民法庭所在地名叫土圆仓村。顾名

思义，当地农产富饶、仓廪众多，有悠久的筑仓囤

粮历史。“我们把群众纠纷调解室建成粮仓的模

样，就是让双方当事人在这里找到更多生活印记，

更便于情感的沟通。”贾维亮说。

“贾法官，我的收割机被过路汽车剐蹭了，对

方赔钱赔得少，这事怎么办？”

这是贾维亮手头最新的一个纠纷案件。“讲法

律、讲事实，同时还要讲人情、疏情绪，最好是使用

群众的家乡话论是非长短，群众都明事理，做到相

互理解了，纠纷也就没了。”贾维亮说。

像老奇台人民法庭一样，近年来新疆各级法

院持续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理念，扎实做好群众

工作，努力在矛盾纠纷发生之初进行干预和化解，

减少群众去法院打官司的“麻烦”。

福海县喀拉玛盖镇80%以上居民为哈萨克族，

冬不拉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在喀拉玛盖人民

法庭的调解室里，冬不拉挂在墙上，各式民族风味

糕点摆在桌上，滚烫的奶茶冒着热气。双方当事

人来了，法官、人民调解员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

奶茶、吃着点心、你说几句、他说几句。

“讲法、论理、说公序良俗……很多纠纷就这

样化解了，日子久了，我们的调解室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冬不拉调解室’。”喀拉玛盖人民法庭负责人

唐加热克·胡都斯说。

进村头、进牧场、进社区，司法为民的脚步从未停

歇。新疆各地基层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

作用，将司法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以更接地

气、更加便民的举措多元化调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满意度。

记者近日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江

苏850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完成更新改造，将在

国庆期间实现全时段绿电供应，护航假期绿色出行。

江苏高速公路服务区共有 1315台充电桩，其

中 465台为近 2年扩建，其余 850台充电桩的平均

使用时长已达6年。为进一步提升充电服务体验，

国网江苏电力自今年 8月起启动高速公路服务区

充电桩设备更新改造。

截至目前，850台充电桩全部完成升级改造，最

大功率由120千瓦提升至160千瓦。“单车充电速度

提升了35%，将极大提高新能源汽车车主假期出行

效率。”国网江苏电力营销部市场处专职焦系泽说。

国网江苏电力还探索与新能源消纳相结合的

充电服务模式，引导新能源车充绿色电。国网江

苏电动汽车公司安全质量部负责人沈晓东介绍，

将通过派发优惠券、服务费减免等方式，吸引更多

新能源汽车车主参与假期午间时段新能源消纳。

此次绿电供应可至少满足 13 万辆新能源汽车充

电，保障车辆绿色出行3500万公里。

为应对国庆假期出行热，国网江苏电力还将

配备 17辆移动充电车、14台移动充电桩开展应急

充电服务，并安排运维人员开展驻点服务，加强充

电设备状态监测，引导车主有序快捷充电。

青海：建设国家公园守护中华水塔

“山地公园省”贵州兴起户外运动热

长江口二号古船“入舱”

我国超大型水下
文物实验室考古
系统“一键启动”

新疆法院：把便民
服务送进农庄牧场

武铁计划增开1500余列客车
应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

江苏：高速充电桩“焕新”
护航国庆绿色出行

为迎接国庆，从9月29日至10月7日，北京将按照重大节假日等级开启2800余处夜景照明设施，呈现“一核、两轴、

六区域”的景观照明风貌，永定门城楼、钟鼓楼等实施夜景照明提升，点亮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迎接国庆假日。

图①为游客在前门大街和正阳门箭楼前参观游览

图②为完成景观照明设施提升后亮灯的永定门城楼和中轴线上的建筑。

图③为游客在前门大街和正阳门箭楼前参观游览。

北京：点亮地标 喜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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