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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葛婷婷王世君

骆马湖宿迁境内皂河船闸附近水
面上，数百艘采砂船被指定停靠在一
起。铁锈色的三角形桅杆高高竖着，每
一个三角形桅杆下有一艘船，船上有一
整套采砂设备。

水上陡生的钢铁森林，大煞骆马湖
风景。而这道刚形成不久的骆马湖“另
类风景”，却向人们展示了沂沭泗水利
管理局与宿迁、徐州市政府联合治理骆
马湖非法采砂的决心和成果。

“骆马湖生态总体规划的前期调研
工作基本结束，目前正在着手形成文字
方案。”宿迁市环保局副局长路黄中说，
经过一个月的整治，骆马湖禁止非法采
砂的成绩有目共睹。骆马湖作为宿迁
和徐州两地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对已
遭破坏的骆马湖进行修复并实施生态
保护刻不容缓。

■非法采砂猖狂
□影响供水安全

骆马湖是江苏境内第四大淡水湖，
湖水面积 276 平方公里，跨宿迁、徐州两
市，是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调节湖泊，
也是沿湖地区的主要水源地。

近些年来，骆马湖优质的湖沙吸引
了一些不法之徒，非法采砂活动猖獗，
年均采砂量超过 1 亿吨，采砂深度一般
在 30 米左右，最深达到水下 60 米。大
量非法采砂造成湖床下陷、湖底荒漠化
等问题，给防洪、航运、生态、旅游、周边
地区饮水安全以及国家南水北调工程
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影响。在骆马
湖采砂、运砂的船只超过 4000 艘、涉及

人员近万人。
“桅杆越高，吸砂管道钻得越深，吸

砂能力越强。”宿迁市环境应急中心主
任苗刚松说，采砂船将钻头深入到水下
几十米，把地下的黄沙吸出，然后通过
水洗后黄沙装进船里，污水则流回湖
中。如此大量的湖沙被非法掘取，湖底
已是千疮百孔，一些地方还形成口小肚
大的倒漏斗形湖底深洞。

资料显示，湖区成片采砂面积达到
118 平方公里，占湖面的 41%，过量的采
砂 已 经 让 骆 马 湖 处 于 生 态 灾 难 的 边
缘。路黄中说，非法采砂使得整个骆马
湖的生物链出现断裂，生态遭到严重破
坏，湖水含氟量上升水质恶化，影响到
骆马湖为南水北调供水的安全。

■鱼虾不来产卵
□采砂船被封存

有关部门在调研中发现，采砂区内
物种丰富度极低，底栖生物绝迹。“以前
骆马湖的湖底就像平底锅一样，平均水
深也就三四米，而现在采砂最严重的地
方，水深已经达到 60 多米，水草没了，鱼
也没了。”家住骆马湖边三里村的渔民
周老汉说，以前，骆马湖的休渔期长达 3
个月之久，渔民是禁捕了，可几千艘采
砂船日夜不停地狂采，有时在湖边都能
感觉到脚下的地在震动，人都觉得不安

全，何况产卵的鱼虾呢？
说 话 间 ，周 老 汉 家 的 渔 船 停 靠 过

来，船头也就一小脸盆杂鱼和一小箩筐
螺丝。“今年 7 月 1 日骆马湖开捕，忙活
半天，也没捞到什么鱼虾。以前一年打
鱼能收入个三四万元左右，这两年一半
也赚不到了。”周老汉一脸无奈。

宿迁市环保局生态处处长王劲松说：
“自骆马湖禁采令实施后，目前已有400余
艘采砂船被无限期封存在指定水域”。

宿迁市全面整治骆马湖非法采砂
工作指挥部组织湖管办、公安局、沂沭泗
骆马湖水利管理局等单位63人，成立禁采
执法队，实行网络化、拉网式驱离清理。

宿迁市环保局副局长路黄中说，为
了切断黄沙外运通道，堵住黄沙外运出
口。宿迁市还成立禁运检查站，设置皂
河船闸上游固定、下游流动两处水路监
测点和皂河、黄墩两处陆路检查点。截
至目前，已接受相关咨询 60 起，劝返前
来运砂车 32 辆。当前，骆马湖黄沙运输
船舶基本停止装运。

■编撰生态规划
□实行全面修复

“保护母亲湖、守好水源地”宿迁市
组织有关部门对骆马湖及周边进行了
调研。目前,环保部门正在着手编纂骆
马湖生态保护三年行动的方案。禁采

仅仅是有效控制骆马湖生态恶化的一
个必要手段。对骆马湖的生态修复，不
仅是沿岸的修复，还有湖底湖床的修复
及入湖河道的整治。

为 及 时 掌 握 骆 马湖水生态环境现
状，宿迁环保部门在骆马湖上共布设了13
个水生生态监测点和 12个土壤监测点。
保护骆马湖就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
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 段 ，广 泛 调 动 社
会各方力量，进一步提升群众护湖的
意识。

据了解，宿迁方面目前正在规划通
过科学整治，计划利用 3年时间，实现骆
马湖采砂全面禁止、人工养殖逐步退
出，渔民分批上岸、面源污染全面治理、
岸线景观显著提升、环境生态充分修
复、水质逐步改善的总体目标。

路黄中透露，骆马湖生态规划中对
禁采、限捕、控制湖面水产品养殖面积、
养殖种类及捕捞方式都有较细致的阐
述。同时，还将加大对湖区面源污染的
整治力度和措施。

宿迁市环保局生态处处长王劲松
说，这次编撰骆马湖生态修复方案，环
保部门提议将原来在骆马湖划定的 0.4
平方公里的生态红线，范围扩大至 18.4
平方公里。扩大生态红线范围，意味着
将骆马湖及周边区域纳入其中，这样一
来就加大了生态保护的力度。

骆马湖封存400艘采砂船
编制三年行动方案，修复沿岸和湖底

本报记者原二军拉萨报道 记
者日前从西藏自治区第二次陆生野
生动物资源调查中期质量评估会上
获悉，西藏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
调查取得了阶段性丰硕成果，不仅掌
握了大量目标调查物种的分布栖息
和种群数量、密度等数据，还发现并
记录了一系列珍稀野生动物在西藏
的分布地，为西藏自治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供了第一手数据材料。

西藏自治区于 2013 年 5 月全面
启动全区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
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工
作量的 70%以上，完成了 13 个地理
单元和 18 个专项调查物种全部外业
调查工作，剩余 6 个地理单元外业调
查工作正在进行调查补充之中。

从目前已取得的调查成果来看，
调查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全区 157
种常规调查物种中，除个别物种在野

外未发现外，其他物种目前基本都有
记录；并相继发现了喜山原矛头蝮
蛇、察隅湍蛙等新物种；证实了国家
和自治区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
来熊在西藏的分布记录；并记录到了
戴帽叶猴、费氏麂、靴隼雕、猛隼、凤
头鹰、棕翅鵟鹰、白领凤鹛、黑颈
、白鹭、白胸翡翠、坎氏晨蛇、缅甸
棘蛙、墨脱拟髭蟾、锯尾蜥虎等西藏
地区新分布的珍稀动物物种。

据了解，此次调查主要是更新、
充实西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基础
信息，摸清各物种的数量、分布、动态
及栖息地状况；评估西藏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和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工
程建设成效，把握陆生野生动物驯
养、利用与贸易状况；认清影响和威
胁陆生深夜动物生存发展的客观因
素，以及陆生野生动物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冲突等。

西藏野生动物资源调查获新进展
记录到一批新分布的珍稀动物物种

本报讯 由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
对外合作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环境
运营中心主办、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协
办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区
域知识分享会议”近日在云南省腾冲
县举办。

会议目的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
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等国
环境部门代表分享云南、广西参与大
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生物多样性
保护廊道建设示范一期和二期项目
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宣传云南省开
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和所取得
的成就，共同探讨这一区域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未来的发展战略和方向。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是连接
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桥
梁，这一区域不仅经济发展和交流非
常活跃，同时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

点的核心地区。
据悉，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

项目分为两期，2006~2011 年为项目
的示范阶段，2012~2016 年为项目的
推广和复制阶段。整个项目亚洲开
发银行在中国投入了 206.3 万美元，
分别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德钦县和广
西靖西邦亮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项目
示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
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风春认为，项目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建立大湄公河次
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成为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牵
头常设机构。这一区域未来需要各
国更多的跨境合作与协作才能应对
不断变化的环境保护压力，最终实现
生态富庶、没有贫困的终极目标。

刘丽芸

大湄公河次区域分享会召开

分享项目成果 探讨发展战略

本报通讯员吴婧 记者晏利扬湖
州报道 浙江省湖州市将迎来首个

“生态文明日”。日前，湖州市第七届
人大常务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的一项重要决议，自 2015 年起，
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设为“湖州生态文
明日”。

湖州市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实施“生态
优市”方略，倾全市之力举生态旗、打
生态牌、念生态经、走生态路。通过
持续生态建设，湖州全市环境质量稳
中趋好，入太湖河流断面水质连续 7
年保持在Ⅲ类水标准以上，真正实现

清水入湖。
此外，湖州坚定不移围绕“美丽

湖州”奋斗目标，提出了打造经济转
型升级、城乡一体化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三个升级版”的新思路。

记者从湖州市环保局了解到，此
次依法设立“湖州生态文明日”，是湖
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 见》的
重大举措。今后，湖州市将在每年
的“ 湖 州 生 态 文 明 日 ”组 织 开 展 多
项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培养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的良
好氛围。

湖州设立生态文明日
每年 8月 15日要组织开展多项宣教活动

本报记者刘晓星北京报道《吉
林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画册日前正式
发布，这是吉林省过去 4 年来，与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合作，
利用自动相机对东北虎、东北豹进行
系统监测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据了解，4 年来，在吉林长白山
老爷岭南部的珲春—汪清区域、张广
才岭南部的敦化黄泥河区域，共布设
相机监测位点 668 个、调查监测范围
约 6000km2，共拍摄了 27 只野生东北
虎和 42只东北豹。

尤为可喜的是，通过自动相机监

测，共记录到东北虎繁殖家庭 5 个，
东北豹繁殖家庭两个，东北虎、豹至
少各有一个家庭实现了在中国境内
定居，而且幼体和亚成体东北虎、豹
数量占其种群数量 60%以上，长白山
区东北虎、豹濒危野生种群的恢复充
满了希望。

WWF 中国总干事卢思聘在致
辞中表示：“近些年的监测结果表明，
长白山区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稳定
增长；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单元初步
形成；东北虎、东北豹种群逐步向中
国长白山腹地进一步扩展。”

《吉林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画册发布

长白山区域种群稳定增长

辽宁省葫芦岛市日前投资 2660 万元，下大力气实施了兴城 1395 亩红海滩
生态修复工程，预计 11 月完工。届时，红海滩将完整呈现，海岸线的自然生态
原貌将得以恢复，大大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张勇摄

普氏野马“回家”长路漫漫
狼群猖獗、资金短缺、近亲繁殖等威胁种群安全

◆本报记者白刘黎

甘肃省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里，有一片 3000 公顷的无人区被
单独划分出来。这里没有公路，没有人
烟，没有手机信号，却设立了围栏，被特
殊保护了起来。因为这里现在的主人，
是一群半放养的普氏野马。

普氏野马，世界上所有马种的“祖
宗”，原产于甘肃、新疆、内蒙古。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被西方探险家大量捕获
并运往欧洲圈养，野生野马因过度捕杀
和环境恶化而宣告灭绝。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2011 年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列入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1997 年，安西保护区从英国迎来了
第一批“回家”的 10匹普氏野马。

十几年过去了，目前安西保护区内
共有普氏野马 18匹，处于半放养状态。

■联合巡护保护马群
□管护员戈壁与狼斗

安西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增武说：
“我们花了很多资源在野马身上，但还
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知道野马
出了问题，比如这次小马驹被公马咬
死，我们会心疼，甚至很恼火。”

但更让人担忧的，是狼群的袭扰。
今年产下的 8 匹小马驹，只存活了

5 匹。除了一匹被咬死，一匹娘胎里带
着病病死，还有一匹就是被狼吃了。而
去年，更是有 7匹马入了狼口，其中还有
3 匹大马。再往前回顾，有些年份，也有
产下的小马驹全部被狼吃了的记录。

狼给野马带来的威胁，远远高于其
他，但狼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要解
决问题实在不易。2014 年，狼群格外猖
獗，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公安、林业，经过
严格的审批程序，开展过一次“打狼”行
动。然而，在限定的期限内，工作组一
匹狼也没打到。不过，经过长时间的专
项联合巡护，今年以来，狼群的侵犯次
数少了许多。

石存海是原安西保护区管理局的
工程师，对野马很是了解。退休以后，
他被返聘回来，担任野马的管护工作。
据石存海说，今年马被吃掉的少了，也
许 跟 周 边 其 他 野 生 动 物 的 增 加 有 关
系。他说近期，他两次看到有野驴在马

场周围出现。
在最近一期的安西保护区科考报

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野驴：种群数量
总体在保护区相对较少，遇见率非常
低，基本依靠足迹统计法进行监测。”

杨增武在听到有野驴出现的消息
时，着实激动了一阵。“一直以来，我们
为保护生态做了大量工作，野生动物的
增加就很有说服力，证明我们这里生态
有了恢复，工作有了成绩。”

狼威胁的，不仅是马，还有人。安
西保护区管理局马场管护员、蒙古族的
苏依拉就曾在巡护的行程中，一个人面
对 4匹狼，这种状况下，他只能逃跑。然
后喊上同伴，提着鞭炮，重新回到荒滩
上，用灯光、声响吓唬狼，尽可能地保护
马群。

近 年 来 ，安 西 自 然 保 护 区 重 视 科
研、扎实工作，不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
提高资源管护能力，努力提升科研监测
水平，重视环保科普和宣传教育工作，
使区内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仅野马
培育上，今年迎来了 8匹小马驹，虽然有
3 匹夭折，但 5 匹成活，也创造了立项以
来的新高。

亲眼看过这片荒滩、亲身体验过这
群“养马人”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意识到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据杨增武介绍，整个管理局各个管
护站的管护员，每个月的收入是 2400
元，这里包括了通讯、交通、生活等各项
补助。保护区管护员，特别是马场的
人，条件确实艰苦，就是在茫茫戈壁的
无人区里坚守岗位。收入微薄不说，还
面临特别的危险，遇到的问题最是纷繁
复杂，受到的批评次数也最多。有时也
会有抱怨，但所有人都分得清轻重。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条件下，安
西保护区的这些“养马人”，为了普氏野
马的延续和放归，在戈壁滩上奋斗着。

■搭建起信息化平台
□资金短缺成为阻碍

普氏野马是安西保护区管理局工
作的亮点，也是难点。

为了更好地做好普氏野马放归项
目，保护区管理局初步搭建了一个信息
化管理平台，而且专门招聘了专业技术
人员。这一平台将会承担保护区内动

植物资源、人员车辆的实时监控，纳入
地理、气象等一系列资料。而保护区内
每一匹普氏野马都将佩戴一枚项圈，在
定位、谱系划定、狼袭报警等方面发挥
巨大作用。按照设想，平台建成之后，
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将会迎来一次大的
突破和质的飞越。

据了解，目前，安西保护区管理局
先后投入了 100 万元，这个平台只是搭
建起了初步的框架。

说到投入，杨增武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平台的建设预计总共需要投入 2000
万，一个具备基本功能的项圈，价格就
在 5 万元左右。加上人员、车辆和繁殖
期野马饲料的补充等费用，仅维持目前
水平，每年就需要 30 万元的投入，更别
提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项目启动初期时有专项保障，但
从 2002 年项目验收通过之后，我们基本
上没能申请到一笔完整的野马项目的
专项资金。眼下，我们把工作经费的近
1/3 用在了野马身上，但还是感觉到捉
襟见肘。只能是一再统筹安排，在尽可
能节约资源的情况下，做好野马项目。”
杨增武介绍说：“甘肃省环保厅非常重
视我们的野马项目，给了很多支持，也
帮助我们积极争取了很多有利条件，申
报了一些普氏野马的项目。”

但是，据了解，保护区管理局申报
专项，很多都没能得到批准，即便批准
了的，也很少有资金专门投入到野马项
目上。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保护区管
理局申报的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也没能获批，这一点对野马项目的打击
到现在还是让人不能理解。

杨增武表达了他的观点：“很多媒
体和组织都很关注普氏野马的问题。
跟这么高的关注度相比，真正的支持还
是没有多少。对于野马的信息化保护，
技术条件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也进
行了很多技术引进、技术合作的工作，
现在的问题就是缺钱。”

■野马面临近亲繁殖
□放归自然仍有困难

经多方了解，记者发现，投入不足，
并不是普氏野马项目面临的唯一困境。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近亲繁殖。
今 年 产 下 的 小 马 驹 ，有 一 匹 病 死

了，经过管护人员分析和研究，就是近
亲繁殖埋下的隐患。

“仙子阿保护区内的十几匹野马都
是近亲。据了解，其他地方的普氏野马
也面临近亲繁殖问题，已 经 出 现 产 下
的 小 马 驹 残 疾 等 现 象 。 这 样 下 去 野
马的种群就发展不起来，野马项目只
能面临失败的结局，最后可能导致基
因 丧 失 。”安 西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科 研 开
发 科 科 长 杨 永 伟 点 明 了 近 亲 繁 殖 的
危害。

杨增武也表示，近两年，保护区管
理局也在积极寻求合作，希望与其他放
养区的野马实现交换配种。但由于各
种原因，特别是野马的“家族情节”，这
一项工作实施起来还是有困难，还需要
各个单位更多、更深入的配合。

还有一个问题，是普氏 野 马 项 目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完全放归自然似
乎 并 不 是 很 顺 利 ，“ 野 马 回 家 ”路 途
不易。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过了充分
论证和长期准备，我国也在新疆、内蒙
古等许多地方尝试了普氏野马放归自
然的实验，但仍面临很多困难。

首先，道路和车辆对野马造成了一
定的干扰。据有关报道，新疆于 2001 年
放归第一批野马，到 2007 年，先后有 5
匹野马被车辆撞死。

其次，食物资源争夺激烈对野马放
归不利。虽然野马生性暴戾，但放归后
一 样 要 与 其 他 野 生 动 物 争 夺 食 物 资
源。可以预见，初期放归的野马在争夺
中占劣势，迫使他们会向条件恶劣的边
缘地带移动，这将给放归普氏野马的生
存带来巨大的挑战。

再 次 ，家 马 对 野 马 构 成 极 大 的 威
胁。普氏野马有 66 条染色体，家马有
64 条染色体，但普氏野马可以与家马杂
交产生可育的杂交后代。放归的野马
不可避免会与家马接触。一方面家马
与普氏野马公马打斗、抢夺母马，如果
杂交将导致野马的血统不再纯正。另
一方面它们的接触增加了向野马传播
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风险，可能导致野
马死亡。

“总之，野马培育不易，回家不易，
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杨
增武一直不断地呼吁能给普氏野马带
来更好的生存条件。

奔跑的普氏野马奔跑的普氏野马。。任廷锋摄任廷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