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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之河穿越时光之河，，
搭建守护河狸的桥梁搭建守护河狸的桥梁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作为流域的旗舰物种，蒙新河狸通
过自建家园来改善小环境

初雯雯守护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的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动 物 —— 蒙 新 河 狸 。 过 去 ，河 狸
在 中 国 的 很 多 地 方 都 有 分 布 ，河 北 、甘 肃 、江 苏 等 很
多 地 方 都 曾 挖 出 河 狸 的 化 石 。 但 随 着 生 境 遭 到 破
坏，这些地方的河狸也就慢慢消失了。

目前，我国的河狸只存在于阿勒泰地区，与蒙古国
的 河 狸 一 起 ，构 成 了 欧 亚 河 狸 7 亚 种 之 一 蒙 新 河 狸

（Castor fiber birulai）。它们生活在由布尔根河、大小青
河和查干河等组成的乌伦古河水系中，数量约为 500
只，实际上比大熊猫还稀有，但却不为人们所熟知。

河狸外貌憨厚，大鼻子小豆眼，和所有啮齿类一样，
有着一对坚固的大门牙。它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在进化
的过程中，拥有了一身厚实防水的棕短毛和一条扁平有
力的橄榄型尾巴。河狸个个都是游泳和潜水的能手，因
为性情温和，喜欢在外界干扰较小的安静环境中栖息。

机敏而胆怯的河狸还有一身特殊的本领，它们通过
修筑水坝来建设自己的家园。“自然界水坝工程师”这个
响当当的名号可不是随便叫的，它们的牙齿堪称“电
锯”，绕着树干转圈啃直到树枝倒下。获得了树枝后，它
们还会搬运淤泥、石头、小树杈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并巧妙地堆积在一起形成大坝。

在搬运过程中，为了方便省力，它们挖泥开凿深水
道，利用水流把木材送到“建筑工地上”。资料显示，目
前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是 850 米，从 1975 年开始建造，
而且还在持续变长。

我们知道筑坝可以拦截水流，使水位上升，所以当
水流变慢，水位过低时，河狸就能通过这种改造为自己
创造安全的栖息地以躲避天敌，同时还能防止水下入口
在冬天结冻封死。

从外面看，河狸的巢穴就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木头。
但如果用三维立体图去看，则让人惊叹不已。水面上是
一系列房间，如吃饭、睡觉、晾干室、繁殖等均有专用小
房间，还有逃生功能。如果是一家四口的河狸，要想搭
建如此豪华又冬暖夏凉的巢穴，一般需要数年时间。若
是单身的河狸，则房间功能没那么齐全。

除了为自己营造温馨的家园，这些可爱河狸辛勤修建
的水坝还改善了小环境，通过过滤作用，营养物质留下来养
活了鱼虾，进而也养活以鱼虾为食的其他野生动物。

在它所修建的“狸”造小环境里，两栖类在池塘里繁
殖，幼年鲤鱼和鲫鱼把池塘当做自己的“育儿所”，水鸟
在池塘里觅食，甚至在河狸的小屋上筑巢。因为河狸的
存在，小环境里营造出一个完整的生物链，并能良性循
环下去，一个又一个小环境质量的提升，最终就会提高
大环境质量。

“蒙新河狸是整个乌伦古河流域的旗舰物种，它的
生存情况代表着它所处生态环境的现状。”初雯雯说起
河狸总是带着兴奋和自豪，“河狸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会通过
改变自身周边环境质量去提高大环境质量的野生动物。”

30 年前，蒙新河狸数量调查显示，乌伦古河流域的
沙漠绿洲中共有 162 个河狸家族，不知是幸运还是应该
叹息，在阿勒泰地区相关部门和协会以及广大守护者的
保护下，如今依旧是 162 个家族在苦苦维持，河狸的数
量估算仍为 500只左右。

“河狸以草本植物为食，它不会对任何动物造成生
命危险。相反胆小的它们经常被黄鼠狼欺负，甚至存在
生命危险。”说起河狸，初雯雯浮上心头的除了喜爱，最
多的就是心疼。

初雯雯的父亲初红军，30 年前为了寻找河狸来到新
疆，开始保护中国仅存的 162 个河狸家族。在这里，政
府选择了河狸分布最为密集的 50 公里河道及周边生
境，成立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蒙新河
狸，哈萨克族牧民也在这里世代生存，这个民族对自然
的信仰和对野生动物的关爱，与政府提供的保护一起为
蒙新河狸带来了希望。

“但是这不能保护所有的河狸，162 个家族中有 38
个住在保护区内，剩下的124个家族全都在保护区外，对于
我们而言，还有更多的保护工作需要完成。”初雯雯说。

“在过去的 30 年里，我父亲带领团队每年都对整条
乌伦古河的河狸情况进行调查。直到他工作调动到了
其他地方，我向政府请愿，接手每年的河狸调查，协助政
府推进河狸保护工作。”

■搭建关注的桥梁，新晋“爱豆”的偶
像养成之路

2009 年，初雯雯主导并参与了《乌伦古河流域蒙新
河狸秋冬季生境因子选择及社区保护意识调查》项目，
通过研究调查每一个河狸的巢穴，记录下相关数据，如
水深、植被盖度、灌木数量、乔木数量、水温等。对环境
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后，人们得出结论，河狸的生存情
况与水深和植被情况密切相关。

对于河狸来说，最关键的植被就是灌木柳。然而在
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河狸生活的乌伦古河生态环境渐渐
退化，灌木柳大量减少。为了拯救河狸，初雯雯发起了
补种灌木柳的公益项目“蒙新河狸食堂”。

“我们想要协助政府去照顾保护区之外的河狸，也
想了解牧民和它们共存的情况，只有调动了社区的力
量，保护才能够做到全面。同时替牧民找找增收的方
式，实现双赢。”初雯雯清楚，要把整条河都变成保护区
的想法不现实，因为这里也是牧民世世代代的家园，牧
民也需要生存。

如 何 为 河 狸 保 护 与 人 类 生 存 搭 建 一 座 希 望 的 桥
梁？初雯雯和同事们希望找到新的方法与契机，不仅仅
只是河狸，也让其他更多的物种，雪豹、盘羊、野马、猞
猁，都能为人们所了解，并愿意去保护它们。

“在 2018 年，我们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在进行河狸
调查的时候，同步开展‘河狸守护者’活动。我们将 162
个河狸家族分给 162 个网络上的守护者，每个云守护者
每年捐赠 500 元，就可以实现“云养”河狸，这 500 元钱会
换成一车牧草，送给每一个离河狸家族最近的牧民也就
是在地守护者，激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到保护河狸工作
中，为进一步带动社区保护打下基础。”

塔利哈提是 121 号家族的在地守护者，初雯雯和同
事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班长”。“为了给误入农用渠面临
生存困境的 121 号送食物，老班长每隔一天都会带着新
鲜的树枝和胡萝卜徒步好几公里去照顾它。”

“这个活动收效非常好，守护者领养河狸后，每天都
等着更新调查进度；牧民也开心，收到牧草之后自愿给
我们汇报河狸的情况，替守护者们实地保护河狸。”

除了招募河狸守护者，“蒙新河狸食堂”的项目也渐
渐步入正轨。在初雯雯的努力下，阿勒泰地区的青河、
富蕴及北屯 3 个树苗栽培点共计培育了 7.5 万棵柳树
苗。“在牧民的精心照料下，树苗长势喜人，河狸宝宝们
的口粮终于有了着落。”不仅如此，初雯雯还把河狸食堂
的理念带到了非洲，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上，她与工作人
员一起种下了“河马食堂”的口粮。

“我的选择是继承父亲的科研工作，用与时俱进的
方式，让更多人参与动物保护，众人拾柴火焰高，力量的

汇聚才有希望。”
在初雯雯看来，河狸守护者行动是为了调动大众的

热情，让公众都看到野生动物的美好。关注与了解永远
是抵达保护的第一步，“河狸粉丝团的团长”将萌宠河狸
带到大家面前，人们被河狸的可爱所吸引，为河狸的故
事所触动，“粉丝”线上“认领”河狸后变成守护者，他们
还可以通过“粉丝见面会”，也就是自然教育活动到河狸
生活的地方去实地感受。

而对于那些遗憾不能亲眼目睹河狸宝宝的守护者，
初雯雯和同事们为大家带来了河狸直播。“我们挑选了
最为稳定的一窝河狸，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开始了河狸直
播，粉丝们可以远程看到他们守护的河狸崽。”

通过直播等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河狸的“粉丝”，初
雯雯传递着她从野生动物身上感受到的纯粹与美好，“认识
到野生动物的重要性，野生动物才真的有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浙江
省 嘉 兴 市 水 源 地 水 质 是 否 达
标？生态环境数据由何而来？
疫情期间，环境监测频次是否
减少？病毒是否会通过污水、
垃圾污染水源地……

带 着 这 些 公 众 关 心 的 问
题，嘉兴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又
组织开展了一期环保设施向公
众开放“线上行”活动，在线上
开 放 嘉 兴 市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中
心，邀请“环保小姐姐”向公众
普及环境监测知识，公开监测
数据，回答群众关心的各种生
态环境问题。

活动一上线，便吸引到不
少市民“刷手机”。正在浏览着
嘉兴大小事的王渊慜，发现环
保 设 施 向 公 众 开 放“线 上 行”
的视频后，便饶有兴致地观看
起来。

4 分 30 秒的视频，王渊慜
从头看到尾，直观清晰的内容
彻底打消了心里的疑虑。“这期
环保设施‘线上行’主题明确、
内容突出，针对疫情期间的饮
用水安全问题做了全面检测，
有理有据，我们感到很安心。”

同样被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线上行”视频吸引的还有李
晓忠，他平时就非常关注嘉兴
市的生态环境工作。“这次疫情
发生，嘉兴环保卫士们深入一
线，为我们工作、生活筑起了生
态环境的安全屏障，给你们点
赞。”

不一会儿，在线观看环保
设施向公众开放“线上行”视频
的人数就翻了好几倍。

线上开放，众人围观。自
今年 2 月 21 日第一期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线上行”活动 在
嘉 兴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微 信 公 众
号、官方微博、官方抖音等平
台 上 线 ，就 受 到 了 广 大 市 民

的关注和好评。
“疫情期间，这样的线上开

放环保科普十分及时，打消了
百姓对饮用水质量的担忧。环
保 卫 士 每 天 坚 守 在 工 作 岗 位
上，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
实 际 行 动 坚 守 水 质 安 全 生 命
线。”看完视频，嘉兴市秀洲区
洪合镇的张洁第一时间在手机
上敲下了这段话，既点赞线上
开放活动，又向环保工作者表
达由衷的感谢。

张洁的留言也是广大嘉兴
市民共同的心声。“保护 水 源
地 就 是 保 护 人 民 的 生 命 安
全 ，特 殊 时 期 更 应 该 做 好 水
质 监 测 ”“ 透 过 视 频 ，深 入 了
解了日常水质监测程序，我们
也看到了政府的用心、生态环
境 局 的 细 心 ，更 让 百 姓 放
心”……一条条留言刷屏，体现
出了活动的受欢迎度。

截至目前，嘉 兴 参 与“ 线
上行”活动参与人数已达 6000
多人。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线
上行’活动 ，让 市 民 足 不 出 户
便 享 生 态 环 境 的 探 究 之 旅 ，
最 大 限 度 保 障 了 公 众 对生态
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以参
与 体 现 温 度 ，以 公 开 换 取 信
任。”嘉兴市生态环 境 局 相 关
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嘉兴
9 个 单 位 被 列 入 第 三 批 全 国
环 保 设 施 和 城 市 污 水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向 公 众 开 放 名 单 ，通
过 环 保 设 施 向 公众开放等多
种形式，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积极性。

2019 年，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组织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活
动 75 次，生态环境满意度全省
排名较上一年前进两位，提升
分值数居全省第一。

嘉兴公众开放
“线上行”引关注

◆本报通讯员唐潇伦 黄妙妙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

4000 万年前，一只欧亚河狸在北半球欧亚大
陆的河岸旁专心致志地“啃伐”树枝，只为修筑一
道“水坝”。后来，水坝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河狸坝”。这只可爱河狸的子子孙孙也成为动物
界有名的“水坝工程师”。

如今，这种古老的动物穿越时光之河，来到初
雯雯的生命中。

25 岁的初雯雯身上有很多标签：野生动物摄
影师，中国林业出版社编辑，瞳之初自然保护协会
创始人。而她自己最认同的是“河狸粉丝团团长”
这个角色，她与河狸之间所发生的故事，与守护生
命相关，自然与生命的魅力触发人性的善与真。

新鲜速递

讲解保护知识传递生态理念

“人与自然”科普课堂上线

本报记者张黎北京报道
在 3 月 3 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桃花
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发起并
主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COP15）筹
备工作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的“人与自然”主题科普课堂正
式上线。

作 为 支 持 COP15 系 列 活
动之一，科普课堂邀请了 20 位
有丰富一线生态保护经验的自
然科普达人，用生动的亲身经
历来呈现自然界的有趣故事，
内容包含“为野生动物正名”

“野保工作大公开”“人与自然
相处指南”三大板块，每堂课时
长约 20分钟。

首堂科普课上，上海复旦
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
员王放为公众讲述《蝙蝠和它
的野生动物朋友们》的故事，在

他看来，野生动物携带细菌和
病毒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蝙
蝠，它们其实是病毒的“保管
者”，是人类和病毒之间的缓
冲、屏障。但之所以有来自蝙
蝠的病毒传播，是因为人类侵
犯了蝙蝠，人类的行为加重了
人类和蝙蝠的冲突。他因此呼
吁公众减少这种冲突，与野生
动物和谐相处。

除了科普课堂，中华环境
保 护 基 金 会 还 联 合 新 浪 微 公
益，共同推出“春和日历”科普
系列作品。将依据中国环境出
版集团出版发行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暴露风险防范手册》
之“普通大众人群”版内容，重
新 梳 理 、编 辑 了 30 个 科 学 防
疫、环保健康生活的相关问答，
从 3 月 1 日~30 日，每天推出一
个问答日历，以此传递健康防
护知识点，助力疫情防控。

图为“河狸粉丝团团长”初雯雯。

追问野生动物保护的意义

让善意转变为行动
也许，遥远的人们觉得一只河狸的生死与自己无

关，也许森林与河谷中生命的呐喊，人们不曾听见。但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守护者的呼声，感受
到他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真挚感情与纯粹信念。这些
声音，不容忽视。

“野生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的孩子，我在
潜意识里将它们当成自己的家人。”在初雯雯的世界里，
河狸是家人，是可爱的自然之子。每一种生命的存在，
其本身并不是错误，无论是非洲草原上血腥的弱肉强
食，还是深海里凶狠的鲨鱼吃掉一条黄花鱼，都在生态
自我修复中达到平衡。但人类活动给自然带来了影响
深远的变化，对于每个人而言，怎样更友好地生活在地
球上，是人类的反思与自我救赎。

保护蒙新河狸，绝不仅仅是在保护一种野生动物，
那里也是牧民的家园。

初雯雯与同事们的“蒙新河狸食堂”项目培育的灌
木柳，不止是蒙新河狸最主要的食物，同时也是整个乌
伦古河道重要的环境维护物种。其较强的生命力以及
高度发达的根系，可以起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作
用。补种灌木柳，不但能解决河狸食物匮乏的问题，而
且对保护乌河整体健康、维系生态系统完整，有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这个项目开展后，能够为乌伦古河重新
带来生机，也能够保护更多河狸，让它们不受饥饿之苦，
甚至提高环境容纳量，让更多的河狸宝宝在自力更生
后，能够长久地活下来，而不是刚一成年就被赶出家门，然
后默默地消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我们不会止步于162
个家族，只要足够努力，坚持守护，它们一定会更好。”

越来越多的远在互联网另一端的人们，被河狸吃胡
萝卜的可爱视频所治愈。我们因此看到，时空的遥远，
不能阻挡心灵的靠近，当这一切变得与自己相关，牵动
内心的善意，才会转化成实际的保护行动，促使人们与
野生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下去。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经审查，我部对 2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3月 12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
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103087
传 真：010-66556383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 115号，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邮 编：100035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序号

1

2

文件名称

关于国家级核应急救援队建设项目（第一模块）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驻马店～武汉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10号

环审〔2020〕22号

发文时间

2020-1-14

2020-2-7

生态环境部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