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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里的幸福生活里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韩 叙叙

从澜沧江源头——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出发，顺流而下，

美丽的澜沧江—湄公河时而绵延细瘦，时

而雄美壮阔。在它沿途流经的密林、草原、

深山中，生活着大量野生动物，其中不乏各

种国家级保护动物，雪豹、马鹿、滇金丝猴、

藏羚羊、藏野驴、白唇鹿⋯⋯澜沧江—湄公

河流域俨然就是一座“野生动物园”。

经济日报记者日前跟随着“同饮一江

水 共话澜湄情”——2021 澜湄万里行中

外媒体大型采访活动的脚步，亲眼见证了

动 物 们 在 这 座“ 野 生 动 物 园 ”里 的 幸 福

生活。

没事不打扰是最大的尊重

秋日的杂多已经不再葱茏，草原已由绿转

黄，在炙阳的照耀下，泛着金灿灿的光泽。

这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澜沧江源园区

管委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尼尕最

喜欢的季节。他喜欢草原，喜欢江河，喜欢看牦牛

悠哉游哉地吃草、旱獭时不时地上演“双獭搏击”、

藏羚羊火急火燎地奔跃而过、鼠兔小心翼翼地从地

洞中探出小脑袋。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尼尕形容这一切对

他来说稀松平常，可正是这份稀松平常带给他内心深

处的安宁。

“最近非常激动，因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终于正式设立

了。多年的努力结出了硕果。”尼尕告诉记者，“转正”后的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划总面积为 19.07 万平方公里，面积接

近陕西省，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根据

规划，到 2035 年，它将成为生态保护的典范。

“杂多”为藏语译音，意为扎曲河（澜沧江）源头。这里

位于三江源腹地，海拔高，生态脆弱，野生动物又多。这意

味着，当地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强度极大，难

度极高。

尼尕说，他最关心的是黑土滩治理、湿地保护、草原有

害生物防控、水土保持等工作，最恨的是垃圾侵扰、非法采

砂、非法盗猎等潜在威胁，最担心的是能否给野生动物提

供一个舒适的家园。

非必要，不打扰——这是尼尕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的理解。

“除了个别生存能力太弱、种群数量太少的动物，其他

物种其实是不需要太多人为干预的。你要相信大自然，更

要相信这些动物。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是要把动物

圈养起来，而是要把生态恢复好，让野生动物们心甘情愿

落户在这里，安心地繁衍。”尼尕说。

西藏昌都类乌齐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拉巴次仁也持

类似观点。在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巴次

仁笑谈，“我的工作说是管动物，其实是管人”。

保护区里不只马鹿多，狼、熊、鹰等猛禽猛兽都很多，

经常会有马鹿被这些猛兽捕食。“这些我们都是不管的。

我们管的是人类不能去伤害动物、伤害生态，乱扔垃圾、砍

伐树木、打猎，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给野生动物们一个美好的家园，近年来，沿澜沧

江一线的各个省份、州县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并落实专人、

专项资金督促执行。比如，同样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的囊谦县就关停了所有砂场。得益于此，如今，扎曲河

的水已经重新变清，一度很少露面、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

在高原的鹤——黑颈鹤也重新出现在了河畔。

做好大保障是最好的保护

“本世纪初的时候，这里的滇金丝猴也就三五百只，现

在至少有 800 只了。”在西藏芒康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20 多年的四郎次仁告诉记者，

“以前，滇金丝猴看到人就像看到天敌一样，‘唰’一下就消

失了；现在，你给它拍照，它在树上瞄你一眼，继续吃松萝，

理都不理你”。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中国特有的物

种。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广泛，可

惜后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只能逐渐退缩到川滇藏交界

处的一个狭小地域。

在此背景下，1986 年，经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政

府批准，芒康滇金丝猴县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3 年，保护

区升级为自治区级；2003 年 1 月 24 日，进一步升级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四郎次仁回忆说，自己第一次见到滇金丝猴还是 1999

年。“当时，我陪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到保护区调

研，要在山上待一年。那时候，滇金丝猴数量还很少，对人

类也很警惕。毕竟，这里是林区，打猎的人很多。而且，当

年我还太年轻，没经验，只能带着大家在林子里乱转，光找

猴子就找了一个多星期。”

经过 20 余年的磨练，如今的四郎次仁已会根据断枝、

粪便、叫声等来寻找滇金丝猴的踪迹。而且，“现如今滇金

丝猴数量多了，也不怕人了，很好找。经常一抬头，30 多平

方米的树冠上就是成群的猴子”。

“猴丁”兴旺离不开人类的“后勤保障”工作。

四郎次仁说，他和他的巡护小队每天都要巡山：看看

这儿的树长得怎样，那儿的松萝还多不多。

“松萝多生长于深山里的老树枝干或高山岩石上，总

是丝丝缕缕地挂下来，弄得一地都是，路都没法走。以前，

猎户经常嫌麻烦，一把火就把路烧出来了，现在可不行。

不仅不能烧，还要保护它，因为它是滇金丝猴最喜欢的吃

食。只要松萝生长得好，不愁滇金丝猴没饭吃。”四郎次

仁说。

目前，西藏芒康滇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

率已经超过 70%。

不仅如此，昌都全市 111 个有林的乡镇均设有专业管

护站，并配备了 580 名专业管护人员。全市还招聘了 2 万

余名公益林护林员、7600 多名天然林护林员和 18.5 万名生

态岗位人员。

“这支庞大的护林队伍，占昌都市总人口 28%还多。”

昌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利珍语带自豪。

水好、草好、树又多，有什么比这样的保护更得动物们

的欢心呢？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典范

“嗦嗦嗦⋯⋯”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马鹿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头发花白的藏族老阿妈向秋拉姆端着一盆

芫根，呼唤着马鹿。转眼间，附近的几座小山上就出现了

鹿影。一群群矫健的马鹿从高山草甸上飞奔下来，转眼就

将向秋拉姆围在了中央。

向秋拉姆和马鹿们的故事很梦幻。15 岁时的一次偶

然“邂逅”，使她与马鹿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 40 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才 15 岁的向秋拉姆隐隐

听到帐篷外面有动静。原来是来了 3 只受伤的小马鹿。

为了能让小马鹿活下来，她每天挤牦牛奶喂养它们，还把

它们带回自己的帐篷里取暖。它们也很争气，身体一点点

恢复了。

后来，小马鹿回到自己的族群中去了，故事似乎到这

里也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

同一年的冬天，一个普通的早晨，十几只野生马鹿下

山觅食。“让我喜出望外的是，那 3 只小马鹿也在其中。它

们并没有忘记我，而且还带上了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来

看我。”回忆起当年的重逢，向秋拉姆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

温暖的笑容。

“很多年前，我们这里的马鹿保护工作还不成系统，只

是有很多像向秋拉姆一样的本地牧民自发地帮助它们。”

拉巴次仁说，直到保护区成立了，这些牧民也成了“职业保

护人”。目前，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形

成了较为健全的保护体系，保护管理站的布局也比较合

理，马鹿数量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200 头左右上升到目前

的 3500 头左右。

记者在现场看到，保护区呈现“前闭后开”形式，马鹿

们来去自由。拉巴次仁说：“每年夏季水草丰美的日子里，

马鹿们都会集体‘玩失踪’，如果不是像管护员们一样跋山

涉水、翻山越岭，是很难见到它们的。入秋之后，它们会成

群结队地回到保护区边缘的保护管理站附近，在专门为它

们预留的草场上游荡。毕竟，这里不仅有丰盛的牧草大

餐，还经常能吃到人类投喂的芫根和青稞。”

野生种群，非但不排斥人类，还在人类的帮助下幸福

地 生 活 着 ，这 不 就 是 人 与 自 然 生 命 共 同 体 最 真 实 的 写

照吗？

鸟类天堂“黑鹳之乡”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只背褐腹白形似老鹰的大

鸟，伸展有力的两翼，在水面稍作停留后迅疾掠起。这

种体长半米有余、掌握“稳、准、狠”捕鱼技巧的中型猛

禽，名“鹗”，通称“鱼鹰”。不久前，这种颇具霸道总裁范

儿的大鸟，再次造访北京房山的牛口峪湿地公园保育区，

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备齐“长枪短炮”，过了把抓拍瘾。

“这是大鹗第三年来牛口峪湿地。”牛口峪湿地公园特

别顾问李学伟告诉记者，今年监测人员第一次是 9 月 8 日

在保育区边的电线杆上抓拍到大鹗。“我们用围栏在公园

里圈出了一片保育区，有保安 24 小时值守，谢绝任何人进

入。有了原生态的环境，摄影师经常能拍到稀奇古怪的小

动物。”

大鹗出现的消息，让抓拍鸟类的摄影师闻风而来。

他们为拍到大鹗觅食的照片，从日出到日落蹲守在它出

没觅食的水塘边，最多时聚集了 200 多人。

房山区生态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共有 32 目 83 科 300 余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10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0 余种、北京市

重点保护动物 130 余种。在这里，受鸟类

青睐的远不止牛口峪湿地公园一处。

北京地处太行山、燕山向华

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两山围合出

西、北环山，东、南向海的半包围地形，称“北京湾”。这里

地形地貌复杂，五大水系分布，生境类型多样，是世界上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由于地处“东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迁徙区，北京成为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

之一。

日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阶段

性 结 果 显 示 ：北 京 市 域 面 积 约 占 全 国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的

0.17%，植物种类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 8%。目前北京有确

切记录的鸟类占全国鸟类物种数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在

我国北方城市中独一无二。

要成为鸟类生活的天堂，仅有先天优势还不够，更离

不开给力的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北京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物种最多、野生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房山区拥

有“中国黑鹳之乡”的荣誉称号。近年来，这里通过积极实

施绿化空间提升、湿地生态恢复、保护区建设等野生动物

及栖息地保护恢复措施，让不少鸟类在这里栖息停留。

此次大鹗出现的牛口峪湿地公园，正处于太行山与华

北平原交界的丘陵地带，其前身是燕山石化储存和处理炼

化装置工业用水的水库，2017 年底经升级改造成如今的模

样。随着生态环境改善，湿地公园保育区已成为黑鹳、苍

鹭、池鹭、白鹭、水鸡、绿头鸭、赤麻鸭等十几种野生鸟类的

栖息地。

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以黑鹳保护为例，

他们通过实施绿化空间提升、

湿地生态恢复、保护小区建设

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恢

复措施，推动形成“人鸟共存”

的和谐环境。目前，全区湿地

面 积 达 6510.37 公 顷 ；在 十 渡

镇、佛子庄乡黑鹳主要栖息区

域建立保护小区，设置繁殖小

区 4 处、觅食小区 8 处、停歇地小区 5 处。原本以房山为迁

徙中转站的黑鹳从“客人”变成了“主人”，种群数量从 40

余只增长到 100 余只。

为照顾好来往迁徙的鸟类，房山区在拒马河、长沟湿

地公园、牛口峪水库建设了 3 个市级野生动物监测站，在

大石河佛子庄段、崇青水库建设了 2 个区级野生动物监测

站，科学全面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分布情况。专聘 10 人组

建野生动物保护巡逻监测队伍，对野生动物繁殖地、迁飞

停歇地、迁飞通道、越冬地、集群活动区以及自然保护区、

湿地、森林公园等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域，加强野外巡查

巡护。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房山的

水面林间安家落户。2018 年，牛口峪地区发现全球濒危鸟

类，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震旦鸦雀；同年房山区大石河红

领巾公园迎来大批迁徙天鹅，有疣鼻天鹅、大天鹅、小天鹅

200余只；2019年，世界珍稀极危物种青头潜鸭也光临此地。

丰富的植被条件，优质的生态环境，让中国林蛙、豹

猫、斑羚、西伯利亚狍、岩松鼠、红嘴蓝鹊等众多野生动物

在此“安居乐业”。截至 2020 年底，房山区森林覆盖率达

36.91%。全区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地质公园 5 类 13 处自然保护地，涵盖北京市全部

自然保护地类型。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邹

涛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国 家 之 一 。

今年 10 月初发布的《中国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指

出，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的 缔 约 方 之

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

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首先，全面梳理顶层创新制度

设计，层层落实促进成效。党的十

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

未有的战略高度。2015 年发布的《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增

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则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体制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不断推进自然保护

地建设，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约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90%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和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

到有效保护。

同时，中国创新生态空间保护模式，率先在

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明确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覆盖全国生物多样性

分布的关键区域，保护绝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

及其栖息地。此外，在完善迁地保护体系、加强

生物安全管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推进绿

色发展等方面，中国也取得诸多重要成效。

其次，提升治理能力、强化应用新技术，引

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

加大投入，广泛开展全面深入的自然资源调查，

构建物种分布数据库，建立物种资源调查及收

集信息平台，准确反映野生动植物空间分布

状况。

广泛应用新技术、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治

理的软硬件能力，中国建立起各类生态系统、物

种的监测观测网络，在生物多样性理论研究、技

术示范与推广以及物种与生境保护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此外，全社会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国非常重视和发挥环保社团的作用，提升公

众参与能力和水平。环境保护法中对公众参与的激励和法律保

障，激发了各类社会组织多种多样的保护实践、示范和试验。

过去 20 多年间，中国的观鸟人群迅猛增长，为我国鸟类物

种本底数据积累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组织、企业等也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理念正在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中国

将以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与国际社会携

手并进，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清华同衡规划院生态城市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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