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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H5 作品《探访三江源》参评资料

一、作品背景

值《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通过 8 周年之际，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青

海卫视）派出 2 名全媒体记者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探访和报道。在数十天的采访中，记者前

往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治

多县、杂多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行程数千公里，拍摄和采访了三江源地区的牧民群众、

生态管护员、基层干部在江源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动人故

事，并以此为内容制作了新媒体 H5 作品《探访三江源》。

作品融合文字、图片、音频、影像等方式，对外界宣传了多维、立体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形

象，更加生动、直观地展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变化，讲述了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二、作品特点

《探访三江源》作为一款引人入胜的 H5 作品。该作品以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为主题，通

过精美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和创新的交互设计，为用户提供了一场身临其境的生态之旅。

作品主画面采用了国画中的青绿山水为设计元素，用大自然的底色巧妙地呼应了三江源地区

的自然风光，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一滴源头活水作为设计初衷，带领用户以“小水

滴”的身份探索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的生态保护历程。

作品精心设置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 8 个打卡点位，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滑动等方式，与图

片、音频、影像等多媒体内容进行互动。这种创新的设计不仅使整个探访过程更加生动有趣，也

使用户能够近距离感受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美丽与神奇，全方位、多维度地了解青海三江源地区的

生态建设成果。

三、作品内容

H5 作品《探访三江源》共有 15 个页面、8 个探访点，新媒体音视频内容包含 3 个音频、4 个

视频、4 个图文，多元的新闻呈现形式既满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也立体、全面

地展现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成果。

（一）首页

首页内容直观展示了作品的整体风格，以青绿山水画的形式描绘了三江源地区壮美的自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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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界面提示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等 5 处即

将要探访的打卡点，用户点击“点击探访”按钮即可参与深度探访。

（二）序页

序页以文字和音频的形式呈现了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批示，

同时也将本作品的背景和立意直观地展现给用户，引导用户跟随小水滴，“走”进三江源国家公

园。

音频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中之重，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三）角色页

本页以来自三江源头的一滴水为灵感来源，设计出用户探访三江源的虚拟角色——“小水滴”，

它既象征着三江源国家公园最重要的资源——水，也蕴含着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同时还寓

意着每一位三江源的生态守护者以及 600 万青海各族儿女默默无言地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这

所有的力量，如同一滴滴小水滴，最终汇聚成江河湖海，润泽中华大地。

音频内容：“我是‘小水滴’，我来自三江源头。我追随大海的脚步，带来高原的问候，折射

太阳的光芒。欢迎和我打卡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一起出发吧！”

（四）第一站——索南达杰保护站

第一站打卡的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索南达杰保护站，这里被誉为世界自然

遗产地可可西里的“东大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管护队员们默默奉献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是三

江源国家公园的坚守楷模。本站以图文形式表现了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队员们挑战生命禁区，守卫

家园的可可西里坚守精神。

图文内容：

（图片+字幕）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索南达杰保护站

挑战生命禁区，英雄守卫家园，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在这里传承。

（五）第二站——扎加村扶贫工作站

第二站打卡的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扎加村，以视频形式展示这里新建的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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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户环保工作站。该工作站设有垃圾回收中心和垃圾兑换绿色超市，环保理念与乡村振兴紧密结

合在一起，为当地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持续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事

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视频内容：

（画面+字幕）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 海拔 4500 米

扎加村环保工作站:

设有三江源地区首个垃圾处理项目和垃圾兑换超市，承担着曲麻莱县 19 个村的废品收购、

分类、运输等功能。废品经过分类、称重、打包后存在不同仓库，再统一运至指定废品处理点处

理。各类废品的回收价格明码标价，村民们将回收的垃圾送到这里，或兑换现金，或从绿色超市

兑换生活用品，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生活需求，也调动了村民参与保护生态的积极性。该垃圾回收

模式成为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同期声）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曲麻莱管理处党委委员 纪委专职副书记 蒋海军：“我希望咱们整个

青海省，咱们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到环保事业当中。能够爱护我们三江源，为我们三江源的发展

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支持我们中华水塔的环境保护！”

（六）第三站——拉觉悟生态教育站

第三站打卡的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拉觉悟生态教育站，以图文形式介绍了由返乡

大学生组成的生态教师们在教育站开展的生态保护工作。他们引导周边牧民开启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为牧民们科普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知识、教授牧民们摄影技能等，鼓励牧民参与记录、亲身感

受家乡的美丽。

图文内容：

（图片+字幕）

曲麻莱县拉觉悟生态教育站

科普生态环保知识，倡导绿色环保理念。返乡大学生加入环保事业，生态教师助力生态环境

建设。

（七）第四站——拉觉悟生态教育站

第四站打卡的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拉觉悟生态教育站，这里除了用心守护家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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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教师”，还有一支以当地牧民生态管护员自发成立的 “大自然”摄影队。本站以视频形式

介绍了既是生态管护员也是摄影师的牧民们，他们巡高原、拍雪豹，三江源的山川河流，高原的

花草鸟兽都是他们的照片主角。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外界更多

地了解了曲麻莱宝贵的生态资源。

视频内容：

（画面+字幕）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 海拔 4200 米

拉觉悟生态教育站:

位于玉树州曲麻莱县东南部巴干乡团结村境内。巴干乡是长江水系的主要水源涵养区，生态

系统类型丰富，也是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里的生态管护员自发成立了一支

名为“大自然”的摄影队，如今大自然摄影队已有 120 多位牧民摄影师，队员既是生态管护员也

是生态摄影师，他们巡高原、拍摄野生动植物照片，通过摄影和宣传，用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

守护着家园。

（同期声）

大自然摄影队队员 格来江措：“我从小就对摄影感兴趣，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在管

理局的引导下，我成为了大自然摄影队的一员。我们做生态摄影的优势在于了解家乡这片草原，

知道野兔、赤狐、雪豹这些野生动物会出现在哪里。这些年通过摄影，一来记录了三江源生态环

境的变化，二来让外界看到了曲麻莱宝贵的生态资源。随着生态资源的逐步向好，家乡的野生动

植物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可以经常性地拍摄到雪豹、棕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

虽然巡护的过程中也会困难重重，巡护路上有时候也很危险，但是每次拍到珍贵照片的时候就会

感觉特别值得。”

（八）第五站——杂多县扎青乡

第五站打卡的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长期以来，由于气候干燥、降水不足以

及过度放牧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导致这里土地水分紧缺，形成了“黑土滩”。为了保护三江源

的生态环境，杂多县扎青乡积极开展了黑土滩治理工作。几年来，该地区生态系统宏观结构总体

好转，草地退化趋势有效遏制，水源涵养功能有所提升，湿地面积进一步扩大。用户可以滑动图

片直观感受治理前后的对比。

图文内容：

（图片+字幕）

杂多县扎青乡地青村黑土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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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扎青乡地青村赛义木托 2018 年黑土滩治理项目前后

对比；

扎青乡地青村赛义木托 2019 年退牧还草工程，项目治理前后对比；

扎青乡格赛村布伊多格 2019 年黑土滩治理前后对比。

（九）第六站——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

第六站打卡的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莫曲村烟瘴挂生态示范专业合作社。该环节以视

频形式展现莫曲村的牧民们在党和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为保护生态毅然放弃了传统的放牧生活，

积极转型走上了生态扶贫之路，打造了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相得益彰的生动范例。

视频内容：

（画面+字幕）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 海拔 4700 米

烟瘴挂生态示范专业合作社:

为了保护三江源宝贵的自然资源，当地牧民放弃了传统的放牧生活，易地搬迁、积极转型，

走上了生态扶贫之路。治多县建立了“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脱贫模式，拥有馍馍店、青稞加

工店、民族工艺品制作等产业，生态扶贫产业已初具规模，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

得稳定长效收益，易地搬迁使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并蒂花开。

（同期声）

莫曲村第一书记 东珠：“国家公园成立以后，为了保护生态，为了把生态给搞得更好，（牧

民）放弃了牲畜，来到城里，靠国家给的这些补助，在这里打工，收入也增加了。”

当地牧民 卓玛：“这个合作社成立以来对我本人也是有一些收入的，像我的话以前是家庭主

妇，一直待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到了这以后像炸油条、磨炒面这些给我带来了一点收

入。如果这个合作社能够一直持续的话，对我们牧民群众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十）第七站——杂多县昂赛大峡谷

第七站用图文形式介绍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大峡谷。昂赛大峡谷地处三江源国

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境内分布有高寒针叶林、高寒草甸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无数的野生动植

物在这片净土中自由生长，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

图文内容：

（图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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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多县昂赛大峡谷 探秘三江源野生动物

高原之心，昂赛大峡谷。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生态系统，“雪山之王”雪豹栖息的乐园。

（十一）第八站——玛多县扎陵湖乡

最后一站，“小水滴”打卡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这里有被称为“黄河源头姊妹湖”

的扎陵湖、鄂陵湖。两湖对于黄河径流有良好的天然调节作用，对调节黄河源头水量、滞留沉积

物、净化水质、防洪蓄水和调节当地气候具有重要作用。该环节用视频形式为用户介绍近几年来

黄河源头生态治理的突出成绩。

视频内容：

（画面+字幕）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 海拔 4600 米

玛多县：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境内河流密集、湖泊众多，被誉为“黄河源头第一县”

和“千湖之县”。

措日尕则山：

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眺望四周可将两旁的鄂陵湖、扎陵湖尽收眼底。

扎陵湖 鄂陵湖：

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素有“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她们是黄河上游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湿地生态功能区，生态地位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对

三江源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这里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人称赞。

（同期声）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站长 韩昌鹏：“国家公园成立后，我们园区内

的百姓的一个意识的转变，由原来的草场利用者，现在转变为草场的保护者；由原来的草场使用

者，转变为现在草场的守护者。通过国家政策对国家公园的扶持，帮助我们的生态修复取得了一

些相应的、比较大的成绩，我们的草场覆盖度、可食草产量这几年都有所增加。”

（十二）结束页

透过“小水滴”的视角，感谢每一位守护江源安澜如梦的守护者。让我们牢记倾力守护好中

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青海使命！

音频内容：“为了‘小小水滴’，心怀‘国之大者’。感谢每一个你，守护无数个我，三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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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中华水塔安澜如梦。我是小水滴，我来自三江源国家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