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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记者见到
了“野牦牛队”的老队员们。谈及 20 年前
在野牦牛队的经历，队员们的眼眶湿润了，
过去的巡山生活和与盗猎分子斗争的画面
仍历历在目。

今年 54 岁的彭措介绍，1995 年 9 月
10 日，是他永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彭
措来到了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
员。当年他 33 岁，是个普通的牧民，受索
南达杰事迹的感染，他决定加入这支英雄
的队伍，为保护藏羚羊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另一位保护队员次成尼玛是复转军
人，参加“野牦牛队”的时候只有21岁。

加入了“野牦牛队”，他们从此过起了
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的生活。巡山期间，队
员们一天的口粮常常是一包方便面，掰碎
了干嚼，喝点雪水咽下去；开着四处漏风的
吉普车，夏天的时候车陷在泥里，最多的时
候陷了 3 天 3 夜，队员们只能用手把车挖
出来；每个月的收入不到400元，还常常需
要用工资垫付巡山用车的油钱——队员们
的生活之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而在巡山的过程中，他们更是常常要
直面盗猎分子。次成尼玛回忆：“1996 年
11 月底，我们在可可西里抓捕盗猎分子。
对方有 40 人左右，还带着枪，我们只有十

几个人，双方离得最近的时候只有四五米
的距离。最终还是把盗猎分子抓了回来，
缴获了 1000 多张皮子。”那是可可西里盗
猎活动最猖獗的时候，几乎每次巡山，队员
们都会碰到穷凶极恶的盗猎分子，命悬一
线是家常便饭。巡山活动有力地震慑和打
击了犯罪活动。“我们每个月进山两到三
次，冬天频率还会增加，盗猎分子不敢进
来。”次成尼玛说。经过几年的巡山，盗猎
活动的次数明显减少。

为什么要叫“野牦牛队”呢？“那个时候
我们天天在山上与野牦牛在一起，我们队
员和野牦牛的精神一样，就是不怕苦，不怕
饿肚子。”次成尼玛说。“野牦牛队”是曾任
治多县公安局局长的扎巴多杰一手组建
的，意在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组建之
初有60多名队员，在可可西里向盗猎分子
宣战。有数据显示，“野牦牛队”成立后，共
破获盗猎案 62 起，抓获盗猎分子 240 人，
缴获子弹 1 万余发，缴获各类车 57 辆，搜
出藏羚羊皮3180张⋯⋯

听到可可西里申请世界自然遗产成功
的消息，队员们非常高兴。“我们没有白干，
索南达杰、扎巴多杰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彭措激动地说。现在他和 20 多名老队员
业余时间参加了志愿环保队伍，每到周末
就去县城周边的地区义务捡垃圾。“我们要
保护生态、保护藏羚羊，这是每个队员一直
坚持的信念。”次成尼玛说。

可可西里，这是一个神
秘的名字，更是一片广袤无
垠而又孕育高原精灵的土
地，遥远、高峻、充满传奇。
这里保留着世界上最原始、
最独特的地理多样性，是中
国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也是青藏高原最完整的高原
盆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
了众多野生动物，30 种哺乳
动物、54 种鸟类、6 种鱼类在
雪山草原的庇护下繁衍生
息，是名副其实的高原野生
动物乐园。

可就是这个有着世上最
浪漫名字的地方，曾被最恐
怖的罪恶笼罩。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藏羚羊绒售价高
昂，藏羚羊成了偷猎者眼中
的“摇钱树”，遭到了疯狂的
狩猎和屠杀。守卫这片净
土，成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和工作的人们的使命，他们
也是拯救奄奄一息的藏羚羊
最后的希望。守卫者们与凶
残的盗猎分子作斗争，坚守
在可可西里反盗猎、反盗采
的前线，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热血乃至生命。

索南达杰是保护者的杰
出代表。1994 年 1 月 18 日，
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兼西部
工委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
为抓捕盗猎分子牺牲，年仅
40 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位献身生态保护事
业的政府官员。1996年5月，环保部、林业部授予
杰桑·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索南达杰事迹的
传播使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工作受到更为广泛的
关注。

如今，在昆仑山口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雕
塑旁边矗立着的便是索南达杰的塑像，这位为可
可西里献身的环保卫士永远守望着这片他挚爱的
土地。在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索南达杰
的名字和事迹，他们说，索南达杰是这片土地的儿
子和英雄。

党员干部、公安干警、科技工作者、普通牧民、
志愿者⋯⋯更多人加入了守护者的队伍中。在可
可西里，最难熬的还不是惊心动魄的战斗，而是日
复一日的生活。气候恶劣、氧气稀薄、高原反应严
重，都成为工作中的“敌人”。曲麻莱县的一位藏
族女干部告诉记者，她以前在玉树州工作，现在来
到曲麻莱，海拔 4300 多米，常常因为高原反应睡
不着觉，但是她依然坚持了下来。他们每一个人
都践行着新时代的“可可西里精神”，在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谱写着一曲曲英雄赞歌。

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将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
推向了新的高度，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自此成为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对保护工作和机制体制建
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将实现对可可西里的
更好保护。为了守卫这片人间净土而奋斗的人们
正在继续演绎新的传奇。

在青海省海西
州格尔木市的长江
源园区国家公园可
可西里管理处，记
者遇到了前来参加
志愿活动的清华大
学团队。“95 后”的
他们一行 6 人从格
尔木出发，带着满
满的期待和清晰的
目标，开始了在可
可西里保护站的志
愿服务活动。

队长张铎幸来
自清华大学生命学
院，他告诉记者，此
次前来最重要的一
个目的是拍一部纪
录片，记录下可可
西里的自然环境和
在这片土地上工作
的人们。他们还想
设计一个可可西里
宣传册，“通过多种
宣传手段，提高公
众对可可西里的认
知度，从而更好地
保 护 这 片 净 土”。
队员们还有一些具
体的目标和期待，

“我们想对巡山的
交通路线进行重新
设计，方便巡山队

员巡山。”张铎幸说。来自美术学院的孟珍
则期待能够在保护站上亲手照顾受伤的小
动物。

为期6天的志愿活动很快结束了。记
者又一次与同学们取得联系，他们分享了
在高原上的经历和参与志愿活动的心得体
会。副队长石佳告诉记者，作为保护站的
志愿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展厅讲解、喂养
藏羚羊、捡拾保护站附近的垃圾，以及帮助
保护站工作人员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我们的团队成员适应高原的能力都很
不错，开始几天有些头疼，也不敢进行剧烈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逐渐减轻，其
他的同学身体状况也都很好，没有出现大
的问题。”石佳说，对于每天在校读书的同
学来说，保护站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白天喂
养藏羚羊，晚上可以拍摄星空，同学们还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了保护站的一些日常
问题。

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可
可西里生态环保志愿者”活动每年都在开
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工作者、教师、学
生、医生、法律工作者、环保人士、企业家等
参与了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活动，帮助工
作人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保护工作建
言献策，回去后还开展影展、演讲等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为改善可可西里的工作条
件奔走呼吁，有力地宣传和推动了可可西
里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

长江源园区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
办公室主任嘎玛才旦告诉记者，志愿者服
务活动采用网络报名的形式，每年从 6 月
份到9月份都会有志愿者来保护站从事志
愿活动。“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基层管护人员和各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得以
与来自全国的志愿者进行交流。不少优秀
的大学生带来新的管理模式，对基层保护
站今后站务工作的加强和环保理念的提升
起到了补充作用。保护站的生活对于志愿
者也是洗礼，来到艰苦地区，他们经受了锻
炼，也学会了奉献。”嘎玛才旦说。

对无人区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进行调
查一直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难点，如何在不
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摸清高原动植
物的种类和数量，为生态保护决策提供基
础数据和科学依据，曾经是摆在保护人员

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今，借助光学遥感探
测、卫星、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有望实现
对可可西里乃至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
统监测。

近年来，科研人员对高寒地区退化生

态系统恢复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构建了针
对整个系统的综合治理模式，包括对青藏
高原草地的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改良乃至
人工草地种植等措施，为青藏高原生态系
统的治理和恢复提供了技术支撑。中国科
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是草地生
态学领域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合理利用
草地资源，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
性，是对青藏高原进行生态保护的关键。

“从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到成为世界遗产地，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得
到了空前的重视，野生动物的数量不断恢
复。然而，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草地的
承载力和生产力有限，食物链也不完整。
为了确保世界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
对这一地区进行本体调查，确定其合理承
载力，这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赵新
全说。

探测过程中，先进的技术手段必不可
少，光学遥感技术是重要的一种。中国科

学院广电研究院光电工程部副主任黄旻是
光学遥感领域的专家，他向记者介绍了光
学遥感的基本原理：“自然界任何一个物体
都有自己的特征光谱，是一一对应的，就像
人和指纹的关系一样。利用光谱信息，我
们可以对整个自然界的植被、水体、土壤等
进行分类。”以前用的遥感探测设备属于通
用型，并没有专门针对实际需要进行专业
化设计。他所在的团队目前的工作内容就
是将大尺度的通用型遥感探测设备与地面
的小尺度设备进行有机结合，将其专门用
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

黄旻介绍，目前科研人员正在着力构
建星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对动物迁徙
路线进行监测。“现在有些任务依托无人机
来完成，但是民用无人机有自身的局限性，
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有限，产生的噪声也
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干扰。我们未来将探索
在重点区域用载重量大、安全性高的氦气
球，搭载先进的光学遥感设备监测，或者使
用有动力系统的飞艇，沿着重要线路去巡
视。”黄旻说。

黄旻表示，科研团队的目标是用 3 年
至 5 年摸索出一套理论和机制，为政府制
定政策提供依据，“要通过在可可西里的研
究项目，把体制机制打通，进而在其他自然
保护区进行复制和推广”。

科研人员：

借力高科技更好支撑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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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可可
西里保护区内，中
国科学院 STS 计划

（科技服务网络计
划）考察项目的专
家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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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
在玉树藏族自
治 州 治 多 县 ，

“野牦牛队”的
老队员们聚首
在一起。20 多
年前，他们战斗
在反盗猎的前
线，用生命保卫
着可可西里的
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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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源国家公园岗当生态管护队队员骑着摩托车在山

中巡护。

◁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可可西里展览馆内，志愿者迟雪

（前右）正在给游客做讲解服务。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可可西里保护区内的藏

羚羊目前已恢复到6万多只。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队员们。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三江源国家公园岗当生态管护队队员们使用

橡皮艇沿通天河巡护。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倾 情 守 护 可 可 西 里倾 情 守 护 可 可 西 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可可西里生机勃勃，离不开为它倾情付出的人们：科技工作者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进行生态修复；生态管护队日夜巡护，保护珍贵的野生动植物；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的志愿者带来现代管

理理念，宣传环保知识。多方合力、倾情呵护，必将书写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