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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单之蔷曾对青海有过精
彩的总结：来青海，就等于
同时去了一趟内蒙古、新疆
和西藏。之所以这么说，是
因为青海既有内蒙古大草
原的广阔，又有新疆沙漠的
荒芜，还有西藏雪山的冷
峻。实际上，青海的地质地
貌远比这些复杂，还有大片
的戈壁、湿地以及江源，这
是其他省份所无法比拟的。

毫无疑问，青海最显性
的特征还是大草原，玉树有
巴塘草原，海北有金银滩草
原，祁连大草原还获评中国
最美四大草原之一。

青海草原的美在于其
粗犷豪放，在于点缀其间的
黑黑的牦牛和洁白的藏系
羊，无不彰显着青海力量。
然而，青海草原也曾一度陷
入沙化的困境。因全球气候
变暖，加之过度放牧，草场严
重退化，以及生物链的薄弱，
导致各草场老鼠泛滥，遭到
肆意破坏的草场演变成黑土
滩，出现沙化的前兆。

为此，国家启动两期三
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其中黑土滩治理被列为重
头戏。

在青海大草原工作 35
年的马玉寿，是青海畜牧学
院的博士生导师，至今在青
海藏区黑土滩上种草已有
25年的时间，他由此也被牧
民们亲切地称为“种草博
士”。

黑土滩犹如溃烂的疮
口，在美丽的草原上蔓延，
要治理黑土滩，就要种草。
要想让黑土滩长出草，关键
是要有适宜的优良草种。
为此，马玉寿从内蒙古等地
引进了不少优良草种，但这
些外来草种在高寒的三江
源地区发不出芽来。于是
马玉寿调整思路，从当地选
育草种。在他的悉心照料
下，从当地选育出的披碱
草、中华羊茅等一批牧草草
种开始在黑土滩上生根发
芽，同时他还研究出了多种
牧草混播技术。通过多年
来的大力整治，青海各地的
黑土滩终于焕发出生机。
仅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
依托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
设二期、退牧还草、黑土滩
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就累
计治理黑土滩 5.3 万公顷，
封山育林 1.1 万公顷，草原
有害生物防控93万公顷。

为配合以人工种草为
主的黑土滩治理，青海省也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草
原灭鼠、网围栏建设、禁牧
减畜等项目随之跟进。天
然林保育、沙漠化防治、人
工 增 雨 等 项 目 也 同 期 进
行。同时，逐步取消对三江
源地区的 GDP 绩效考核，
对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
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地
区和单位责任人实行“一票
否决”；将全省近三分之一
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开发
区域。如今，青海三江源区
的草原上再次开满野花，青
草的味道沁人心脾，草原上
的昆虫也开始活跃起来，呈
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草原的满眼绿意，又是
青海林业发展的协奏曲。

青海虽是茫茫雪域，但
不缺少森林树木，连绵起伏
的祁连山上到处郁郁葱葱，
甚至还有着“祁连圆柏”“青
海云杉”等独有树种，门源
仙米林场、互助北山林场、
泽库麦秀林场、循化孟达林
场、果洛玛可河林场等，犹
如一道道绿色屏障，既阻挡
了寒潮向草场的入侵，也为
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庇
护所。而这些莽莽森林里，
就隐藏着灵芝、羊肚菌等珍
稀美味。

羊肚菌又名草笠竹，是
一种珍贵的食用菌和药用
菌，因其菌盖表面凹凸不
平、形状如羊肚而得名，被
誉为“菌中之王”，是世界最
著名的四大食用菌之一。

青海是野生羊肚菌的
分布区之一。多年前，在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
究所的大力支持下，果洛藏
族自治州班玛县率先攻克
羊肚菌人工种植难题，让高
原羊肚菌撑起了牧民的“致
富伞”。

在班玛县海拔 3500 米
以上实现羊肚菌人工栽培，
这在全国也是首次实现。
班玛县属于三江源保护核
心区，也是长江上游的主要
水源地，境内玛可河林区是
青海省面积最大的林场和
中国海拔最高的天然林、天
然原始林区。如今，“十亩
羊肚菌”“百亩蔬菜”“千亩
青稞”“万亩大黄”让班玛县
林下经济活了起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近两年来，羊肚菌种植遍及
青海各地，西宁湟中、西宁
大通、海东互助、海南贵德
等地陆续建起羊肚菌种植
基地，助力青海走出一条绿
色农业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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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与林的协奏

走走 遍遍 海海 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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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民和三大花儿会之一

的峡门花儿会，一曲曲高亢悠扬、
粗犷奔放的“花儿”使闻者心情荡
漾；这里有民和第二大水源地——
峡门水库，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
壮丽的山脉和蜿蜒的河流，感受到
高峡平湖塑造的江南水乡般的独
特景致；这里因七彩石而轰动一
时，一幅幅的山水画愉悦收藏家的
心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乐趣；这
里还有民和地区为数不多的秦腔
戏曲团，那跌宕起伏的秦腔为人们
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这里，就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峡门镇。

峡门镇位于民和县城西北部，
因境内有西南走向长达15公里的
石峡通往化隆回族自治县，两峰对
峙，望之如门，故名峡门。峡门镇
东和东北与李二堡镇、新民乡接
壤，南隔拉脊山支脉青沙山与化隆
县为邻，西与乐都区中坝藏族乡交
界，北与乐都区洪水镇毗连。

：：

峡门的集滩清水泉，端阳节，花儿哈要漫
上三天；心上的话儿喧不完，有情缘，跟你着
浪一趟江南。

这首“花儿”中的“集滩清水泉”旧时叫
“乱泉滩”，因泉水众多而得名，位于峡门镇
政府所在地孙家庄村东洼庄社。每年端午
节，这里举行的大型花儿会，是民和著名的
三大花儿会（峡门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西
沟花儿会）之一。

端午节这天，峡门及周边的米拉沟、虎狼
沟甚至化隆县的男女老少，像过节日一样，穿
戴一新，带着食物，拿着雨具，有的徒步翻山越
岭，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开着小轿车不约而
同地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他们涌
入会场，或三五人，或十几人几十人，赶到集滩
树林里。各族男女歌手放开声音，一展歌喉。
唱“花儿”的，听“花儿”的，打擂台的，以“花儿”
抒情说爱，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一时间，这

里歌声此起彼伏，成为歌的海洋。
峡门花儿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和高原风格，深得广大群众喜爱。峡门花
儿会最初是一种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民间集
会，据说最先峡门花儿会在李二堡镇松山举
办，后来逐步迁移到现址。最初每逢端午节，
人们来到风光灵秀、树木林立的松山寺院，祈
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人们也利用这难得
的农闲时节游览山水风光，交流感情。慢慢
地，男女间唱“花儿”、谈情说爱也就成了庙会
的重要内容。到了后来，庙会的宗教色彩日
趋淡薄，而唱“花儿”的风气逐年变得浓厚，并
形成规模，逐渐演变成了花儿会。

峡门花儿会是民和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群众传统集会。花儿会上集曲艺表演、“花
儿”演唱、商品贸易为一体，规模宏大、影响深
远。峡门花儿会虽起源于明朝后期，却盛行

于民国及建国初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
辐射和带动了东沟、西沟、古鄯等周边乡镇的
群众文化活动。

峡门花儿会歌手层出不穷。上世纪主
要“花儿”歌手有马俊、马占青、王有德、马英
桂、李永盛等，近几年来活跃在青海“花儿”
歌坛的著名歌手有张存秀、索南孙宾、赵丰
雍、赵满香等。而且令人欣喜的是，伴随着
花儿会的举办，大批“花儿”新秀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他们演唱的“花儿”优美动听，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更好地传承峡门花儿会，民和县文
化部门和当地镇政府每年五月初五举办“花
儿”比赛和“花儿”擂台活动。近几年还先后
举办了“花儿演唱大奖赛”“民和情·夏秋韵”
等不同形式的演唱会。悠扬的旋律，明快的
节奏，深情的演唱，优美的舞姿，使整个演唱
会气氛热烈，高潮跌起。

乱泉滩：峡门花儿会举行地

盛夏，从峡门镇驱车出发向西北约四公
里，驶入不太宽阔的峡谷，西面的大山不断逼
近眼前，风景也越来越美丽。随着峡谷逐渐变
窄，走到硬化路尽头，再行进几百米，一处高大
的混凝土大坝矗立在眼前。这里就是水库与
山体相连，美景与树木相融的高峡平湖——峡
门水库。

峡门水库位于民和县峡门河上，为拦河
式水库，是民和县松树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的骨干工程。属青海省二期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之一。水库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松树沟开发
区1540公顷农林牧土地的灌溉用水，同时解
决沟道460公顷的灌溉用水及人畜用水。水
库总库容为 260万立方米，枢纽主要由壤土
心墙砂壳大坝、布置在右岸的导流放水洞、岸
边侧堰溢洪道三大件组成。

峡门库区不但起着浇灌作用，还是民和
县第二大水源地，为县城居民输送纯净的饮

用水。随着近几年水库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库区周围环境日渐转好，加上周边风景
宜人，成为盛夏人们休闲旅游、游玩避暑的
胜地。

当你登上大坝，走进峡门水库，一波宽广的
清绿，一抹披山的碧绿，镶嵌在天际的那一带
绵绵远山，使人陶醉在浓郁的自然气息之中，
陶醉在天地灵秀之中。这一波碧湾，倒映着葱
绿的半山，就连清澈的水，也抹上了一丝淡彩。

峡门水库：民和第二大水源地

在峡门水库库区西面有几公里的峡谷，叫
尕长峡。对于这个峡谷，人们虽没有过多的了
解，却对这里出产的青海七彩石十分耳熟。

青海七彩石，也称民和七彩石、峡门七
彩石。该石属石英石和绿泥石的共生体，
含多种致色矿物，石基多洁白如玉呈半透
明状，内嵌鲜红、翠绿、黝黑、茄紫、金黄、粉

红等色质。原石为条块状，大小不一，多棱
角，表面粗糙，有明显的色带。经打磨抛光
后，质感晶莹，色彩绚丽醒目，纹理非常漂
亮，图案以山水风景居多，偶有人物、花鸟
等，佳者则似水墨丹青构成的典雅山水画，
极具观赏价值。

青海七彩石，首由甘肃省兰州市红古

区海石湾石友从湟水河顺流而上进入松树
沟捡石时发现的，故亦称“兰州七彩石”；后
经他们多年探寻，在峡门水库库区西面的
深山中找到了七彩石原石，而那河流里偶
现的七彩石，经千万年水流冲刷，表面光
滑，可能是石头崩下来后被大水年复一年
地搬运出深山的。

尕长峡：青海七彩石产地

峡门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
1400 多年前在这里留下了隋炀帝杨广亲率
大军远征青海的足迹。唐时，文成公主与吐
蕃和亲时经过这里。其后历朝历代，化隆、乐
都、民和的不少商贾在此驻足交易。因此，这
片热土自古以来贸易与文化较为繁荣。

同时，这里曾是秦腔演出的繁华之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后有李家庄、孙家
庄、石家庄、峡门等五个行政村成立秦腔剧
团，并盛行一时。后来只剩下孙家庄一家秦
腔剧团，这也是民和全县仅有的两家之一（另

一家是下川口村）。
孙家庄村离县城 35 公里，360 多户，

1600 多人。其中，多数为孙姓人。据记载，
孙氏先祖是明朝洪武被发配西部垦荒。先
辈们除了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外，
也把故乡的戏剧一并带到了这里，秦腔便
是其中之一。农户人家每日早出晚归赶忙
耕耘外，逢年过节，为了活跃节日气氛，克
服生活贫寒、剧团缺少服装、没有演出舞台
等困难，以唱秦腔为乐，代代相传，年年演
出，从不间断，将这一民间艺术一直延续传

承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孙家庄秦腔演艺人员班子齐全，一般每

年正月初一唱秦腔剧目《黑虎扫台》《天官赐
福》，十五晚上以《卖三像》闭幕。据说，《卖三
像》这个剧目是孙家庄特有的。

多年来，在民和县文化部门的扶持下，
他们经常和马场垣乡下川口村秦腔剧团举
行联谊活动，利用下川口“果花会”和春节
期间交流切磋技艺，同台演出，取得了较好
的社会效应，为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
作出了贡献。

孙家庄：民和秦腔传唱地

峡门水库峡门水库 孙家庄秦腔孙家庄秦腔

峡门高标准农田峡门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