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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黄河与澜沧江源区（简称三江源区）是中华与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与

水安全保障，是三大河流域经济带的共有源地，稳藏固疆的战略要地，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地。掌握

该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典型成功案例，有助于更好建设美丽高原，服务生

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战略部署。就建设内容与进程看，目前三江源区整体仍处于

物质建设阶段，除畜牧业外，缺乏其他产业，忽视文化建设，美丽缺少内涵、不可持续；就建设成效而言，

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工程建设成绩显著，但配套设施严重滞后，以及游牧文化与聚落文化的冲突，美丽

仍流于形式；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亦涌现了若干成功案例，“岗龙模式”和“甘达模式”尤为典型，为三江

源其他地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样板与发展启示：（1）找准优势资源，最大化资源潜力、实现经济“美”是

高原美丽中国建设成功的物质基础；（2）领导人/团队/致富带头人是高原美丽中国建设成功的关键核心；

（3）产业与因地制宜的运作机制是高原美丽中国建设可持续的强大支撑与必由之路；（4）不断探索永远

走在发展路上是美丽中国建设成功的坚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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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一种全新的执政理念与战略构想，“美丽

中国”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1］以来，经过十

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十九大的不断探索与总

结，逐渐形成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五位一

体”（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总体布局为统

筹，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

指针，以加快生态文明体质改革为途径的美丽中国

建设体系，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实现中国“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乃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

丽中国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十九大”报告明确：

“到 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得到全面提升，

建成美丽中国”［2］。

“美丽中国”提出伊始（2012年）至今，围绕建设

美丽中国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术界开展了全

方位研究，总体上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

（1）基础理论探讨。2013年万俊人等从人文、

环境与发展、法治、社会、历史地理视角，诠释了何

为“美丽中国”，并分析了“美丽中国”蕴含的哲学智

慧与行动、建设意义［3-5］。同年，李建华与蔡尚伟从

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

明，5个维度 3个层面解读了“美丽中国”的科学内

涵，并阐述了“美丽中国”的战略意义［6］，王晓广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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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视域将“美丽中国”解析为“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有机统一的整体美，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

态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7］。在汲取不

同学科视角对美丽中国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2019
年方创琳等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分析了美丽中国

的基本内涵，并给出了广义与狭义的美丽中国定

义，这是自“美丽中国”提出以来较为全面而又有明

确定义的解读［8］。

（2）“美丽中国”在多领域的应用。除上述科学

内涵、价值维度、意义等基础理论探讨之外，学者们

还将“美丽中国”应用于旅游产业发展、学科建设、

乡村振兴、城市规划等［9-15］的研究中，美丽中国理念

已成为这些领域开展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指针。譬

如，在生态学领域，在“美丽中国”的引领下，正逐渐

形成“不断贴近生产实践，朝向多学科交叉应用型

研究方向发展”的学科定位［12］；在城市规划领域，杭

州市率先将“美丽中国”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确立

了以美丽为重要优势及核心资源，“美丽”与“发展”

互为依存彼此促进的“美丽发展”新模式，使杭州市

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本［14］。

（3）美丽中国评估研究。“美丽中国”提出以来，

选取构建指标体系与评估方案，开展美丽中国建设

评估，一直受多方高度关注。2012年“美丽中国”概

念刚刚提出之际，四川大学“美丽中国”评价课题组

适时推出《“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

告》。该报告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5个维

度遴选了 27项指标，主要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测量方法，对

当年中国内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美丽中国”

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排名［16］。同年 12月 25日又推

出《“美丽中国”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建设水平（2012）
研究报告》［17］。这两个研究报告呈现了“美丽中国”

提出当时的美丽中国建设现状。此后，众多学者探

讨了中国全域［8，18］、省［19］、市［20］、乃至乡村［21-25］不同尺

度的美丽中国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研究。2019
年方创琳等基于对美丽中国建设理论基础的深入

探讨，从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体制完善、

文化传承 5个维度，构建了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

指标体系，对 2016年我国地区、省域、地级行政单元

美丽中国建设进行了分维度和综合分析［8］。

除学术界开展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研究之外，

为了解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实际成效，即时总结成

功案例和发现问题，引导各省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根据中央指示精神，2020年 2月国家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

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委托中国科学院开展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评估，这是 2012年“美丽中国”提出至

今首次官方实施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此次评估

主要从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

人居整洁五个关键维度开展，既吸收了学术界美丽

中国评估研究的精华，同时又考虑了全国通用性与

地区差异性，且对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进一步实施美

丽中国建设具有指导性。

文中选取长江、黄河与澜沧江源区（以下简称

三江源区）这一高寒独特地区为研究区，基于实地

调查资料，主要聚焦暴露问题与成功案例这两方

面，深入剖析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

根源，深度解读三江源地区美丽中国建设涌现的典

型案例及其启示，以期为这一地区因地制宜实事就

是的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1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意义

1. 1 三江源区是我国乃至亚洲的水源涵养区与生

态屏障，关乎水系统安全与生态安全

三江源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地球“第三极”青藏

高原腹地，地理位置介于 31°39′～36°12′N，89°45′
～102°23′E之间，面积 30. 25×104 km2（图 1），地势

西高东低，平均海拔 3 500~4 800 m，气候严寒，多年

平均气温在-7. 5~4. 0 ℃之间，多年平均降水量自西

北向东南变化介于 262. 2~772. 8 mm之间［26］。高亢

的地势，严寒的气候使三江源区成为我国典型的冰

冻圈核心作用区，有现代山地冰川 1 293条，面积

1 639. 13 km2［27-29］，多年冻土广布，是世界上中低纬

度地区最大的连续多年冻土分布区，大面积高山多

年冻土的存在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

高寒草甸与高寒湿地。冰川、冻土、积雪发育的冰

冻圈环境、独特的高原湿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不

仅使其成为青藏高原腹地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千百

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流出国境后

叫湄公河）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

量的 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 15%均来自源区［30］），

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而且是我国的“生态源”，

甚至是亚洲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命之源”。因

此，三江源区既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型功能区，亦

是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

要生态屏障之一，关乎我国的水安全与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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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三江源区是黄河、长江、澜湄流域绿色经济带

的源头，关乎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辉煌

灿烂的中华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世界

大变局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既遇到了战略机遇，

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北黄河，南长江，流域

面积分别为 79. 5×104 km2和 180×104 km2，分别占中

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8. 28%和 18. 8%。黄河流域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与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

脱贫攻坚的重要区域［31］；长江流域经济带是我国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主动脉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32］；而澜湄

流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在中南半岛的落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驱动澜湄流域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同源的三江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中有不同的

定位，黄河流域主要为生态屏障，长江流域是全国

经济的动力和活力，而澜湄流域通过国际合作拓展

经济发展空间，实现全流域经济提档升级。这三大

流域经济带与三江源区形成了一个“爪”字（一撇是

三江源，“三竖”分别为黄河、长江和澜湄流域），形

成了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脊梁”。

然而，作为独一无二的黄河、长江和澜湄流域

经济带的源头地区，三江源区高寒缺氧大风强太阳

辐射的脆弱自然环境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可活动性，

地区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2019年第一产业产值占

比 42. 89%，其从业人员占比高达 93. 97%。尽管近

年来大力扶持生态旅游，但由于恶劣的气候环境、

短暂的季节性，不成规模等原因，对地区经济的作

用微乎其微，经济发展乏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33 88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

只有 10 10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 359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6 021元）。三江源区是多民族聚居

区，有汉、藏、回、土族、蒙古、撒拉等民族，是稳藏固

疆的战略要地。因此，流域经济带建设要协同，降

低区域差异，使上游源区不仅生态优美，而且要民

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指数高。只有通过美

丽中国建设，实现同步协调发展，才能是真正的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

1. 3 “美丽三江源”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地，

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在自然层面，三江源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

型主体功能区与生态安全屏障；在经济层面，三江

源区关乎三大江河全流域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国的

高质量发展；在社会层面，三江源区是稳藏固疆的

战略要地。因此，三江源区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安全保障与战略高地，生态保

护与建设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 1
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11年 11月国务院决

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级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实

施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2015
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6年 3月启动了我国第一个

图1 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区范围与典型美丽城镇、美丽乡村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sketch showing the source regions of the Yangtze，Yellow and Lantsang Rivers and
the location of typical beautiful town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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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第一

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放在了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突出的地位，而且也融入到该地区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

建设“美丽三江源”使江河水系生态美，发挥其涵养

水源与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建设“美丽三江源”，

使源区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美，实现稳藏固疆社会和

谐美；同时，建设“美丽三江源”，将其打造成为美丽

中国建设的高原样本，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科学研究

的典型与样板。

2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存在的问题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个体系，其建构除包含美丽

的自然、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乡村［18］之外，还应包

含美丽城镇，是美丽自然、美丽城市、美丽城镇和美

丽乡村的四位一体。因此，在 2020年 8月的实地调

查中，研究小组重点聚焦三江源区各州县美丽城镇

和美丽乡村工程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修

复与保护等，尤其实地考察了这些典型美丽城镇与

美丽乡村：黄南州尖扎县的康杨镇和德吉村、黄南

州泽库县的麦秀镇和哈藏村、果洛州玛沁县的拉加

镇、果洛州甘德县的青珍乡、岗龙乡和岗龙村、玉树

州玉树市的隆宝镇和甘达村、玉树市称多县的拉布

乡和岗茸村（图 1）。此次考察主要采用座谈、访谈、

实地观摩、问卷调查方式。考察调研显示，2012年
至今的近 10年时间里，三江源地区美丽城镇、美丽

乡村建设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1）） 美丽乡村与城镇建设时间短，重物质建设，忽

视文化与精神建设，美丽缺少内涵

在三江源地区，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建设时间

短，建设内容少，主要是建房、修路、通电、架灯、种

草等基础设施与亮化工程。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

腹地，自古就是循冬夏季节更替流动而居的游牧生

产、生活方式，这种游牧文化已绵延千年。牧区美

丽乡村建设，使牧民集中定居，这种生活方式的变

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散居的诸多弊端（譬如教育、

交通），但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导致聚落文化与游

牧文化相冲突，牧民幸福指数低。高原特色的美丽

乡村、美丽城镇是什么样？如何使美丽中国建设与

游牧文化、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相结合，走出目

前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中重视物质建设，忽视

文化和精神建设的误区，是美丽中国建设推进过程

中要深思的问题。

（（2）） 美丽乡村与城镇建设配套设施不全，空置问

题突出，美丽流于形式

三江源区，尤其是其牧区，美丽乡村与美丽城

镇比较分散，不集中，供水、供气、供暖、污水与垃圾

处理等配套设施，虽然技术可行，但由于地形、距离

远、资金缺乏等诸多因素，严重滞后，尤其是污水与

垃圾处理不仅是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建设的瓶颈，

亦是源区生态保护的难题与顽疾。其次，由于生产

区与生活区分离带来的诸多不便以及游牧生活习

惯，致使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入住率低，有些甚至

成为“鬼村”“鬼镇”。如何解决美丽乡村、美丽城镇

配套设施与空置问题，不使美丽只是一种形式，是

下一步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需要认真思考和解

决的迫切问题。

（（3）） 美丽乡村与城镇建设缺少产业支撑，美丽不

可持续

产业是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及其可持续的

基石。源区绝大多数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仅靠畜

牧业，产业单一，产业链不长，而且缺乏致富带头

人，结果是美丽乡村与美丽城镇呈“空壳式”，只有

美丽其表，没有美丽其实。因此，在现有畜牧业的

基础上，如何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探索发展多业态

的产业，是源区美丽中国持续建设的根本保障。

3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的成功典型案例

基于对前述典型美丽城镇与美丽乡村的实地

调研，根据产业发展模式、规模、带动关联效应三方

面，遴选了果洛州甘德县岗龙乡的岗龙村和玉树州

玉树市的甘达村这两个美丽中国建设典型。

3. 1 岗龙美丽乡村建设典型案例

岗龙村（100°26′E，33°76′N）位于青海省果洛

州甘德县岗龙乡境内西部，距甘德县城 46 km，平均

海拔 3 950 m，是青南地区典型的纯牧业村，牧户

178户，总人口 769人（2011年），全村可利用草场面

积27万亩。

（（1）） 整合资源，多种经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形

成草原牧场+产业发展型模式

2011年，在扶贫互助社的基础上，根据牧户自

愿原则，岗龙村组建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整

合全村所有牧户、草场和牲畜资源，全部入社。在

此基础上，将草场分为禁牧、可利用和黑土滩三类，

并折算成标准亩由合作社统一保护和治理，对可利

用草场进行划区轮牧，将所有牲畜分成母畜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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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群、种畜群、放生群，实施分群管理，合理载畜，实

现了生产标准化、畜群良种化、饲养规模化和营销

品牌化，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模式。

在科学养殖的基础上，依托“岗龙牦牛”，延伸

畜牧业产业链，先后建成了饲草种植基地、牦牛鲜

奶加工厂与奶源基地，推出了“鳌云”牌纯牦牛奶、

酸奶、糌粑等一系列高端乳制品。做优做足一产，

积极发展二三产，优化产业结构。合作社建成了蔬

菜大棚种植基地、餐饮店、粮油店、土特产销售部

等，解决了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利用岗龙

村位于黄河沿岸的地域特点，发展黄河漂流，举办

文化旅游赛马会。通过这些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外

地游客，进一步促进村民增值增收。目前，岗龙村

已经形成了以生态畜牧业为基础的多元化、多业

态、多渠道增收致富发展模式。

（（2））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重成效

岗龙村以草定畜、统一管理，科学分群，划区轮

牧，实现草畜联动，降低牲畜存栏数，减畜达 53%。

在组群与放牧中，将放牧数量控制在理论载畜量以

内，严防因超载而导致草场退化，做到了提质增效、

禁牧不禁养，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畜、草三者的矛

盾，为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牧民增收显著，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提升。

2015 年 ，合 作 社 纯 收 入 60. 3 万 元 ，户 均 分 红

3 816. 46元；2016年，合作社总收入 417万元，其中

用于发展、工资等支出 288. 84万元，用于分红

128. 16万元；2017年，合作社通过产业化养殖及种

植，纯收入达 239. 95万元，分红达 164. 25万元，户

均分红达 9 997元；2019年，合作社收入 179. 9万元，

用于分红 139. 7万元，全村 58户贫困户户均分红

1. 08万元。通过入股专业合作社，通过专业合作社

的科学规划，科学发展，既壮大了合作社经济，畜牧

产业形成规模和效益，又拓宽了牧民收入来源，使

贫困户脱贫，非贫困户更加富裕，全村牧民一起奔

小康，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

综上，岗龙美丽乡村科学规划畜牧资源、科学

管理畜牧养殖、科学发展畜牧产业，形成典型的草

原牧场+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草地环境生态美、脱

贫致富生活美、民族特色文化美，人与自然和谐美。

3. 2 甘达美丽乡村建设典型案例

甘达村（96°83′E，33°09′N）位于青海省玉树

市西北部，308省道沿线，距玉树市 23 km，总户数

310户，总人口 1 243人，有各类牲畜 13 535头只匹，

天然牧场 90 000亩。甘达村为一般贫困村，贫困户

总计 71户 353人，其中，一般贫困户 46户 234人，低

保贫困户25户119人。

（（1）） 通过捐赠和贫困户入股，创建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逐步形成“模块型产业发展模式”

2010年 4月 14日玉树地震后，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支持和加多宝基金会的援助下，甘达村成立合作

社，组建运输车队，主要经营运输业务。2013年运

输市场萎缩，合作社适时转型升级，开办综合超市，

开启了批发+零售销售业务。2015年以来，根据国

家大政政策（精准扶贫）与市场变化，以综合超市这

一业态为基础，通过玉树市不同部门捐赠和吸纳 46
户精准扶贫户入股，创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

树市甘达村利众专业综合合作社，采用集中自主经

营方式，发挥甘达村靠城、靠景、靠省道的区位优

势，逐渐将产业拓展到加工业、仓储销售业、服务

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不断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与岗龙村以草原生态畜牧业第一产业为基础

不断拓展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甘达村

紧邻玉树市，又位于 308国道沿线，地理位置优越，

不论是其起步，还是转型发展，始终围绕第三产业

“做文章”，因而第三产业是其村集体经济的核心。

关于畜牧业，甘达村采用“合作社+牧户”运作模式，

牧户自行养殖，合作社收购、加工和销售畜产品。

（（2）） 多元化发展，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带领牧民

精准脱贫，实现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

甘达村由最先组建运输车队，到开办大型综合

超市，再到成为集产、供、销、婚庆喜宴、风情度假、冷

冻储藏等经营项目于一体的专业综合合作社，组建

“生态马帮”发展文化旅游，使产业链条前后延伸，不

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近三年专业综合合作社固定资

产累计达 600万元。村民每年从综合专业合作社进

行收益分红，其中2017年达到66. 11万元，近两年有

所降低，但近10年平均达到50. 93万元（图2）。
甘达村为一般贫困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28. 4%，通过党组织带动、合作社组织动员的方式，

村民由最初的质疑转变为支持，积极参与合作社建

设，根据自身兴趣参与相应职业培训，提高了劳动

技能，实现了脱贫致富。合作社的糌粑加工和灯芯

制造岗位共解决贫困户 88人的就业问题，占贫困户

总劳动力的 51%，人均年收入达到 8 618元。目前

甘达村转移就业人数占全村人口的 65%以上，产业

园就业人口已达 700余人，工人每月收入可达 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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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部分员工可达 3 000多元（当地农民收入为

1 000元左右，仅达到玉树市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

通过示范带动作用，逐渐转变村民的传统思想，提升

其独立自主意识；通过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变“输血”

为“造血”式扶贫，真正实现精准脱贫，集体致富。

玉树甘达美丽乡村依托区位优势与国家精准

扶贫政策的利好，瞄准第三产业并不断拓展，形成

“模块型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脱贫致富生活美、

思想解放社会美、人居整洁环境美。

4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

（（1）） 找准优势资源，最大化资源潜力、实现经济

“美”是美丽中国建设成功的基础

根据 2020年度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美丽青海分

报告评估结果，三江源区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

安全、生态良好指标均为优级，但经济的不发达、传

统生活方式等导致的人居环境差为该地区美丽中

国建设的瓶颈与短板。仅有自然美，而经济“不

美”，何谈美丽三江源。因此，对于三江源这一特殊

地区而言，快速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首要任务。在三江源区，生态资源、水资源、草

地资源、牲畜资源、人力资源相对丰富，而人才资

源、技术资源、资金资源等相对缺乏，要实现广袤源

区乡村城镇“美丽”，厘清优势资源，并最大化其价

值就尤为重要。甘德县岗龙乡的岗龙村地理位置

一般，但具有比较丰富的草场资源与牲畜资源，瞄

准这一优势资源，通过科学规划、科学管理与科学

发展，最大化这一资源优势，从而使岗龙村实现脱

贫致富，成为青海省典型的美丽乡村；与岗龙村相

比，甘达村人口较多，而草地资源一般，但其紧邻玉

树市，属玉树市经济商圈辐射范围，同时又位于 308
国道旁，具有较好的营销环境、消费群体、消费市场

等，区位优势突出。精准定位，做足、做强第三产业

使甘达村成为相异于岗龙村的另一类美丽乡村。

（（2）） 坚强有力的领导人/集体/团队是美丽中国建

设成功的核心，人的美丽是关键和难点

在三江源这一特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

下，岗龙村与甘达村之所以能成为高原美丽中国建

设的典型，最核心的是有敢于作为、善于作为并愿

意为民服务的领导人/集体/团队。根据实地调研，

但凡美丽中国建设较好的地区，均有一支愿意俯身

为民服务的领导团队，亦有思想觉悟较高的大批群

众。坚强有力的领导人/集体/团队，有魄力，能够根

据各地自身特点，找准定位，在一定风险范围内凝

聚各类资源，比较准确把握发展趋势与方向，带领

村民/牧民/群众克服不足与劣势，实现物质致富与

人的精神富足。思想觉悟较高的群众，能领会国家

发展政策，积极配合领导，上下凝心聚力，从而显著

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加强人的发展的教育，实

现人“美”是美丽高原建设的根本所在。

（（3）） 产业与因地制宜的运作机制是美丽中国建设

可持续与成功的强大支撑

中国地域广大，东、中、西部，平原与高原，地区

差异显著。因而，美丽中国建设模式、建设速度、建

设成效等亦存在地区差异。尤其是像三江源这样自

然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的高原地区，不能以东部地

区的建设标准来衡量和评定。高原美丽中国建设在

国家主体功能规划框架基础上，呈现地域性，多样

性、民族特色。岗龙村整合所有牧业资源，做优做强

生态畜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优化产

业结构，从而形成稳健的草原牧场+产业发展型模

式；而甘达村却采用“折资入股”的方式，发挥资金的

集中优势，从运输业起家，逐渐拓展产业领域，形成

模块型产业发展模式。岗龙村与甘达村根据自身区

位特点与资源优势，找准定位，分别探寻到适合各自

的最佳发展道路，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带领村民、

牧民脱贫共同致富，通过发展经济这条根本路径，实

现了生态美、生活美、社会美、文化美。

（（4）） 不断探索拓展，永远走在发展的路上，紧密联

结物质与文化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成功的

坚实动力

社会经济发展不进则退。岗龙村从最初的畜

图2 2011—2019年甘达村利众专业综合

合作社年底收益分红

Fig. 2 The end-of-year income dividends of community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Ganda village，Yushu

city，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during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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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起步，不断拓展向饲草和大棚种植、畜产品加

工、餐饮、销售、文化旅游业；而甘达村基于运输业，

逐渐扩大到批发零售、加工业、宾馆餐饮服务业、马

帮文化旅游业，乃至建立产业园。通过不断探索，

从物质建设逐渐扩展到地域与民族特色的文化建

设，既丰富与优化产业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

了民族文化，发挥了其在美丽高原建设中的作用，

在经济富足的同时，牧民精神美丽，是二者成为地

区发展典型和样板的原动力。

5 结语与建议

2012年“美丽中国”提出至今，学术界对其科学

内涵、建构体系、评估方法等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全

国各省亦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开展了美丽中

国建设。位于青藏高原的三江源区关乎我国水系

统安全、生态安全、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

略，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意义非凡。

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暴露出重物质建设，忽

视文化与精神建设，美丽乡村与城镇空置突出，缺

少产业等问题，使美丽中国建设缺少内涵、流于形

式与不可持续。尽管如此，亦涌现了以“岗龙模式”

和“甘达模式”为代表的一批典型成功案例，这些案

例彰显的优势资源、领导核心、产业与运行机制、探

索精神成功启示，可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加

快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东、西部，农、牧区，高、低

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迥异，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程

度不同。因此，在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宏观框架内，

就建设内容、建设时间、考核标准、保障机制等，要

考虑地域性，区域适用性，因地而异。具体就三江

源区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延长美丽中国项目建设时间。。位于青藏高

原腹地的地理位置，高寒缺氧大风辐射强的自然气

候环境，游牧与宗教文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综合决

定了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项目不能追求快，而应

遵循自然与社会规律适当延长，保证建设成效，不

同项目不同建设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建设时间。

（（2））以需求为导向，确定建设内容。根据现有

美丽中国建设维度：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

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来看，三江源区只有人居整

洁不达标，但人居整洁只是一种表象，根本在于经

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因此三江源区美丽中国建设不

能照搬低海拔地区的建设模式，建房、供水、供电、

供暖、修路、种草、种花、垃圾与污水处理全套标配

齐全，而应根据现实情况，抓重点解决最为迫切的

脱贫致富与发展民生问题，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要挖

掘地方知识与地方文化，发挥其在美丽中国建设中

的作用，形成建设亮点与特色。

（（3））制定有弹性的考核标准。。在总体考核框架

下，考核标准要有一定宽容度，侧重某一个或某几

个方面，不能一刀切；考核内容上不能只重视物质

建设考核，忽视文化建设考核，必须二者兼顾；考核

时间上适度放宽，建设项目应留有自我完善的

时间。

（（4））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保障机

制。。三江源区目前的美丽中国建设项目均是自上

而下的，而且要求地方必须有一定的配套资金，而

对于大部分三江源区地区而言，地方配套资金难以

到位，而且下达项目并非均为地方实际需要。因

此，急需改变目前只自上而下的保障机制，切实听

取地方需求，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

上下互通的项目运行机制，使地方获得真正需要的

项目，使下达的项目真正能达到预期效果。

总之，三江源乃至青藏高原区域环境独特，社

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如何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美

丽中国仍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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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success cases and inspirations of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in
the source regions of Yangtze，Yellow，and Lantsang Rivers，China

YANG Jianping1， KANG Yunjie2， TANG Fan1，3， QIN Yu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ryospheric Science，Northwest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China； 2.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4，

Shanxi，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The source regions of Yangtze ，Yellow and Lantsang Rivers over the Tibetan Plateau is recognized as
'water tower' of China and Asia. It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and water security guarantee in
China. It is the common source of the Three River Economic Belts，the strategic region of stabilizing the Tibet
and consolidating the Xin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unity，and a strategic highland of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Maste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eautiful China in this area，find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
lems，and summing up the typical successful cases in time will help to better build the beautiful plateau，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s far as the con⁃
tent and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re concerned，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n the whole sources regions
of Three Rivers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material construction，which lacks other industries except animal husband⁃
ry，neglects cultural construction，and lacks connotation of beauty. As far as the construction effects are con⁃
cerned，beautiful village and beautiful town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but the sup⁃
porting facilities lag seriously behind，as well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nomadic culture and settlement culture，the
beauty is still a mere formality. Despite these problems，a number of successful cases have emerged，especially
the Ganglong Model and the Ganda Model，which provide a sample and development inspiration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n other areas. The inspirations of the success of plateau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
tion are that：（1）advantages resources are the material basis；（2）leaders / teams / getting rich leaders are the
key core；（3）the industry is strong suppor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is only sustain⁃
able way；（4）continuous exploration is the solid driving force.
Key words：source regions of Yangtze；Yellow and Lantsang Rivers；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problems；
success cases；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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