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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留块

﹃
荒野空间

﹄

徐晓燕

5 月 22 日，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生物多样性主题发

布会，会上提出，北京市积极开

展自然带建设，在自然带内，

“原则上只要不爆发病虫灾害

就不打药，野草不拔除，落叶不

清理，树木不修剪，树洞不填

补”。减少人为干预，是为了提

升区域内的荒野程度，改善野

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增加生物

物种。

大城市为什么要提升荒野

度？提到荒野，会联想到“荒

芜”“杂乱”等意象，似乎与城市

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城市

起初的发展是去荒野化的过

程，成片的钢筋水泥森林取代

了城市及周边大量的原生或次

生的荒野，即便是城市中的公

园绿地、林荫大道等，也是一些

荒野地被进行大规模“改造”

“美化”后的结果。

当然，在城市发展中，会有

一些夹缝中的荒野地，有时也

会有一些土地由于各种因素被

废 弃 多 年 ，从 而 演 变 成 荒 野

地。这些荒野地任由大自然主

导演替出物种丰富的荒野空

间。与依赖人工管理、可控的

城市景观不同，这样的荒野空

间“师法自然”，没有经过人为

干预，反而因其原生性、多样

性、开放性、偶然性的自然“本

底”而充满野趣，独具魅力。

城 市 绿 地 对 改 善 城 市 生

态，满足人民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憩等户外活动需

求，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绿地需

要通过与周边环境统筹规划来设计，从而达到有序、和

谐的目的，这是有必要的。但相对来说，经过人为干预

的城市绿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结构单一，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也相对脆弱。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稳步提升，

目前已超过 30%，与此同时，绿地的增多并不一定意味

着城市生态功能大幅改善，一些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还

有待提升。

生境多元的城市荒野空间，生物在自然状态下相

互竞争适应，从而形成很强的地域环境适应性和稳定

性的生态系统，能够高效且低投入地发挥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同时，也有机会作为其他类型绿地的连接带，

发挥生态踏脚石的优势，从群落结构多样性和物种丰

富度两方面保护与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

城市不仅需要绿地，也需要留点自然荒野。一座

有着健康生态网络的城市，才能生生不息长远发展。

随着荒野空间在城市得以合理保留与保护，城市中的

“自然”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那点“绿色”标识，而是不

断融入城市的生态系统，成为人类与自然长久和谐共

生的一个新支点。

守护羌塘生灵
本报记者 代 玲

“羌塘”藏语意为“北方旷野”。正如它的

名字一样，在西藏北部的这片旷野上，草原、

湖泊、湿地、雪山、冰川连绵不绝，藏羚羊、藏

野驴、野牦牛等野生动物恣意奔跑。

万里羌塘

5 月，冰雪覆盖下的羌塘草原还未完全苏

醒，但是各种野生动物却率先活跃了起来。

随着野生动物的活跃，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各管护站的专业管护员们和野保员们

也忙碌了起来。守护羌塘生灵，是他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29.8 万平

方公里，是目前我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自

然保护区，是全球 34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之一，是重要的淡水水库和气候稳定器，是我

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

区，被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同时，这

里也是生态敏感性的典型代表区域，生态环

境极其脆弱。

1993 年，西藏设立了自治区级羌塘自然

保护区。2000 年，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升级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涵盖西藏那曲、阿里两地市的安多、尼玛等

7 县，主要保护对象为保存完整的、独特的高

寒生态系统及多种大型有蹄类动物。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家底”很丰

厚：这里湖泊面积的总和超过 1.4 万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湖泊数量最多、湖面最高的高原

湖区；这里还广泛分布着中国高原现代冰川，

总面积超过 3596 平方公里；这里也是青藏高

原的核心和主体，是最具高原生态特征的地

理单元。据初步统计，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共记录高等植物 47 科 161 属 390 种，记录

野生动物 23 目 48 科 108 属 158 种，包括国家

Ⅰ级保护野生动植物 16 种，国家Ⅱ级保护野

生动植物 30 种。

“这里的生态地位极为重要，生态价值极

为珍贵，生态功能极为独特。”西藏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依法保护和管理好羌

塘 自 然 保 护 区 ，对

于保障国家淡

水资源安

全、保护高原生物多样性、维护气候稳定、确

保西藏生态良好、建设生态文明等都具有重

大意义。

据介绍，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

础上，西藏正在着力创建羌塘国家公园。拟

建的羌塘国家公园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藏羚羊

迁徙繁殖种群，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寒荒

漠和高寒草原保育地；拥有世界上中低纬度

面积最大的冰川、地球上两极地区以外最大

的冰原，是全球湖泊数量最多、湖面海拔最高

的高原内陆湖区和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带多年

冻土发育最好的地区；是“亚洲水塔”和全球

“气候稳定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国家

水资源安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生态服务功能。

联合巡护

一大早，37 岁的土洛就和同事们带上望

远镜、照相机等观测设备踏上了巡护路。土

洛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片区曲亚塘

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观测藏羚羊的栖息地、

管护区内野生动物的情况⋯⋯他们的日程满

满当当。

那 曲 市 安 多 县 岗 尼 乡 尼 玛 隆 村 4 组 到

6 组之间广袤的草原都是曲亚塘管理站的管

护范围。夏天骑摩托车巡护，冬天开皮卡车

巡护。每次来回差不多 100 公里，有时候走远

了就到 200 公里了。由于范围广，沿途信号

差，每次巡护前都得做充分准备。

“要是陷在雪地里，可就惨了。”土洛说，

运气好时，有村民路过搭把手或者到近些的

村庄搬救兵还能快点解围；运气不好时，一困

就是两三天。

近几年，为保护极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西藏实施了极高海

拔生态搬迁政策，将包括岗尼乡在内的极高

海拔地区牧民迁到了生产、生活环境更为舒

适的地方，羌塘草原上人类的活动更少了。

巡 护 路 上 遇 到 危 险 ，就 更 难 找 到 帮 忙 的 人

了。但加密野生动物栖息地等重点区域巡护

频率和野外巡护看守力度，是有效的保护措

施，土洛和他的同事们雨雪无阻地在巡护路

上坚守着。

2016 年就成为专业管护员的土洛，是那

曲市安多县岗尼乡尼玛隆村村民，他的家人

已经搬出了羌塘草原，但是因为热爱这份工

作，他选择留下来。土洛说，守护羌

塘生灵，是他们的职责。

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

片区，分布着 36 个专业

管理站，有 390 余名专业的管护员和 205 名野

保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查看是否有人偷猎

盗猎，是否有人非法穿越无人区，以及清理垃

圾、处理野生动物尸体等。

在一望无际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除了专业管护员和野保员的日常巡护，还有

由职能部门组织的大规模联合巡护执法。每

年，那曲市和阿里地区林业和草原局都会分

别组织辖区内相关县区进行两次大规模的联

合巡护。在这个过程中，对那曲、阿里境内羌

塘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野生动植物

保护、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自然资源保护

管理及羌塘管护站运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湿地保护法、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

今年 4 月，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多部

门组成一行 14 人的联合巡护组，开展巡护工

作。他们克服酷寒、高海拔、缺氧、长距离等

困难，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经 11 天，总行程

达 2300 余公里。

“通过联合巡护执法，对破坏野生动物和

自然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可以

进一步加强辖区内 36 个专业管理站对羌塘自

然资源的保护工作。”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自

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谢昆军说，切实保护好

羌塘的生灵草木，把保护区的独特自然风貌

和动植物资源保护好，为构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和创建羌塘国家公园夯实基础。

设立保护区 30 年来，经过各级各部门的

不懈努力，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

得到完善，管护力量不断加强，科研监测水平

逐步提升，依法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特别是

2015 年，西藏对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体制机制试点改革，全面建起了管理局—管

理分局—管理站三级管理体系，780 名专业管

护员和 380 名野保员成为守护羌塘的中坚力

量。网格化站点、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的管护

模式全面形成，保护区规范化、制度化、信息

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科学管理

最近，在位于那曲市尼玛县尼玛塘镇的

罗布玉杰管理站，管护员和野保员们正在站

长格桑伦珠的带领下一次次熟悉着手机巡护

系统。通过巡护系统可将巡护里程、发现事

件、野生动物痕迹等照片数据进行统计，可在

无通信信号的区域使用，待到达有通信信号

的区域上传至平台。

“有了巡护系统，能够更有效提高巡护效

率 ，有

助 于 更 好

地掌握辖区内

的 情 况 。”格 桑 伦

珠说。

罗布玉杰管理站的管

护面积达 800 平方公里。在巡

护过程中，格桑伦珠和同事们救

助过不少野生动物。“救助受伤的动物可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情 ，一 不 小 心 就 容 易 自 己 受

伤。”格桑伦珠说，特别是像雪豹、棕熊这样具

有 攻 击 性 的 动 物 ，在 救 助 过 程 中 存 在 一 定

危险。

虽然危险，但是格桑伦珠和同事们甘之

如饴。格桑伦珠说，能在家乡当一名管护员，

保护羌塘草原的生态环境，他们感到荣幸和

骄傲，特别想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如今，无论国家还是自治区、市、县都高

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加大投入，不断改善保

护举措，更新设备设施，运用科技手段开展科

学保护。”格桑伦珠说，在参与保护的过程中，

通过专家们的讲解和实地教学，他熟练掌握

了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也学习到了更多专

业的保护知识和法律法规。

“我要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的巡护中，

用科技手段守护好羌塘草原。”格桑伦珠说，

他还在网络平台发布日常巡护中拍摄到的动

物，用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让更多人了解羌

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22 年，羌塘巡护系统建成。目前，该系

统已有 500 余人注册使用。“科学管理自然保

护区是必然的。我们正在加大羌塘巡护系统

的推广使用力度，以便用更精准科学的方式

履行好保护职责。”谢昆军说。

值得期待的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被纳入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目前，羌塘国

家公园创建工作作为西藏国家公园体制改

革的重要任务，已完成创建、评估阶段

各 项 任 务 ，顺 利 进 入 设 立 报 批

阶段。

青海海南州

防沙治沙大地生绿
本报记者 石 晶

人 工 扎 草 方 格 沙

障、拖拉机搬运草捆，成

捆的树苗泡在水坑待栽种⋯⋯

记者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塔拉

滩治沙现场看到一派繁忙景象，还见识了

治沙的“农民创造”。

只见，共和盆地沙漠防治暨草原修复治理项

目现场负责人汪成在发动一台拖拉机头，一手用

高压水钻打孔冲开沙子，一手将杨树插进沙子深

处。“这种方法比常规栽树节省 20%的劳动力，速

度快，在栽种的同时等于给苗子进行灌溉，成活率

达 到 85% 以 上 ，比 常 规 插 杆 造 林 成 活 率 提 高

10%。”汪成说。

共和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职工祁增鸿和

上卡力岗村村民于 2010 年一起发明的这种土办

法，在塔拉滩治沙的过程中一直沿用下来，极大地

提高了苗木成活率。

“十三五”以来，共和县完成人工造林 17 万余

亩、森林抚育 3 万余亩、防沙治沙 17 万余亩，义务

栽植各类苗木 101.6 万余株。

青海省是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最大的省份之

一，而海南州又是青海省重要的沙患区域。同时，

海南州立足三江源、青海湖、黄河流域三大重点生

态圈，特殊的生态地位决定了海南州的发展必须

把生态保护摆在优先位置。

为此，海南州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采用

飞播造林、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和人工造林等多种

治理措施，大力推进林草生态项目。有序开展三

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

和建设二期工程、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草原生态

修复工程、造林补贴试点项目、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建设项目等。

同时，海南州于 2021 年编制完成了《青海省

海 南 州 创 建 全 省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州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 年）》《海南州防沙治沙规划（2021—

2035 年）》《海南州贵南县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项

目总体规划》《青海黄沙头国家沙漠公园总体规

划》等规划方案。由此，海南州沙漠化土地治理进

入全新的阶段。

近 3 年来，海南州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212.74 万

亩，治理区林草植被盖度增加到 30%以上，共和盆

地、环青海湖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增加的速率明显减

缓，土地沙化面积扩大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实现了荒

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和沙化程度持续“双减少”，森林

覆盖率、草原植被覆盖度“双提高”的目标。

“全州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在沙漠化土地治理，

历时 65 年之久的防沙治沙路程，全州各级干部和

地方群众在与沙化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海南州林草局局长何香龙说，海南州在治沙过程

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治理方法也在不断创

新和丰富。

经过塔拉滩沙漠边缘的共和县沙珠玉乡时，

记者看到，车窗外，道路两侧高大的白杨树排列整

齐，葱郁成防风林带。村落间的农田里，大方格状

的防护林网相互交错，形成一道道屏障，将成片农

田与村庄防护在网格内。

沙珠玉乡常年饱受风沙侵害。在沙珠玉乡上

卡力岗村，村民鲍顺跟着父辈们一起栽种的红柳

最高处已长到 2 米多，“我从小就跟着父亲治沙，

那时候村干部早晨喊一嗓子‘治沙了’，家家户户

就到村庄周边治沙护田。现在政府实施的工程治

沙项目面积大、效果好，农田被风沙侵害的状况不

断好转”。

随着沙化土地治理工程的不断实施与绿化面

积的不断扩大，如今的沙珠玉乡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人进沙绿”的历史性转变，被称为沙漠绿洲。

海南州林草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胡振军介

绍，“近几年，全州沙漠化土地治理保护成效最明

显，‘十三五’期间，在国家项目资金支持下，沙漠

化土地治理资金额逐年加大，自 2019 年开始，每

年投入的资金在 1.5 亿元以上，沙化土地治理保护

的面积达到 861.15 万亩”。

此外，海南州还利用光伏来改善当地生态环

境。自 2012 年以来，海南州充分利用大面积荒漠

化土地和太阳能资源优势，集中连片实施千万千

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监测数据显示，光伏园

区内风速降低 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 30%，植

被盖度恢复到 80%，加之清洗光伏板下渗的水分

使空气湿度、沙地含水量增加，有效促进了植被

生长和恢复，固沙防沙功效明显增强。

一组数据更能体现光伏治沙带来的生态

修复成效：以海南州光伏区一塔拉园区 2021

年 9 月生态监测数据为例，园区外植被盖度

38%，园区内植被盖度 50%，较园区外增加

12%，园区内光伏板下部分区域植被盖度达

到 80%；植物种数由 4 种（园区外）增加到

8 种（园区内）；鲜草产量园区外为每亩 37

公斤，园区内每亩则达到 172.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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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黄沙肆虐的海南州贵南县黄沙头昔日黄沙肆虐的海南州贵南县黄沙头，，如今已如今已

变成沙漠绿洲变成沙漠绿洲。。 （（海南州林业和草原局供图海南州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拍摄到的藏原羚内拍摄到的藏原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格桑边觉格桑边觉摄摄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周荻潇周荻潇摄摄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翩翩起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翩翩起

舞的黑颈鹤舞的黑颈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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