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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每当聊起斑海豹，刘友林
总是眼神闪亮、娓娓道来，对这
种海洋精灵的喜爱之情在话语
间流淌。

从驯养员、铲屎官，到研究
者、守望者，刘友林在大连圣亚
旅 游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19 年 ，积 淀 了 深 厚 的 海 洋
情结。

驯养虽苦，心里很甜

刘 友 林 与 斑 海 豹 结 缘 于
2002 年。那时，他入职圣亚成
为一名驯养员，平时的工作是
处理饵料、打扫笼舍、处理粪
便。可以说，照料包括斑海豹
等鳍脚类动物的过程，用“一把
屎一把尿”来形容毫不为过。

上世纪 90 年代，时有渔民
将生病、受伤的野生斑海豹幼
崽送到圣亚救治，处理伤口、做
手术或填喂食物时，工作人员
时 常 会 遭 到 斑 海 豹 的 激 烈
反抗。

刘友林举起右手，虎口的
疤痕清晰可见。“咬伤后就医，
护士用酒精棉使劲擦拭伤口，
我当时疼得直哼哼。野生幼崽
牙齿带病毒，必须处理好，而且
伤口不能缝合，要慢慢自然愈
合。”他说道。

驯 养 虽 苦 ，可 心 里 很 甜 。
一张拍摄于 2004 年、亲吻斑海
豹幼崽的照片被刘友林一直保
存在手机里，那是一只特别温
顺的幼崽，被送到圣亚时它已
染病毒、身体溃烂，刘友林对其
悉心呵护，用药抗病毒、提高免
疫力、填喂高能量鱼类，像对待
亲人一样照料它。“这只幼崽痊
愈时我把它抱在怀里吻了吻，
那 种 爱 惜 的 情 感 让 我 情 难 自
已，后来我以此吻为题写了一
首诗。”

历经多年的救助、繁育及
保护工作，刘友林练就了“读心
术”，能从斑海豹的眼神中感知
其状态与情感。“它们目光里没
了惊恐、凶狠，是平和的感觉，
走近时它们会游过来看着你、
吻鞋子。”刘友林回忆道。

与此同时，大连圣亚也在
不断锻造技术能力，开展对斑
海豹的科研探索，并成立海洋
动物研究所。

保护救助，主动放归

对刘友林来说，2018 年春
节过得尤其揪心。

那时，担任圣亚旅游副总
裁的他忙完工作返乡时，已是
正月初七。他在火车上接到电
话，有 35 头获救斑海豹幼崽要
送到圣亚海洋世界救助。

刘友林毫不迟疑，回家打
了招呼便投入到工作中。

圣亚集结了高水平兽医、
驯 养 员 对 幸 存 斑 海豹分级管
控，24小时监护，还从圣亚自有
斑海豹身上取奶喂养这些体弱
的野生幼崽。经过 100 多天精
心呵护，圣亚成功帮助 29 头斑
海 豹 幼 崽 恢 复 健 康 、重 返 大
海。这些精灵钻入海中之时，刘
友林内心少了担忧、多了牵挂。

今年 4 月，对刘友林来说
有着特殊意义：由辽宁省海洋
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大连圣亚海
洋世界共同救助和繁育的 8 只
斑海豹，在大连海域被放归大
海。其中 5 只是圣亚人工繁育
的子代斑海豹，这是目前我国
首次大规模放归人工繁育子代
斑海豹。

让 海 洋 精 灵 返 回 自 然 种
群，从被动救助到主动放归，这
是质的飞跃，既补充了斑海豹
自然种群数量，又可以用定位
器等科技手段掌握其放归后的
社群行为，为企业、科研院所后
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斑海豹已经晋级为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这种海洋精灵
繁衍是生态环境优良、渔业资
源充足的佐证。今年 4 月，大
连圣亚设立了斑海豹节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公众对斑海
豹的关注程度，唤醒更多人参
与 到 保 护 海 洋 生 物 的 行 列 中
来。”刘友林说道。

其实，斑海豹与我们“近在
咫尺”，有人曾在大连星海湾目
睹其踪影。如今，刘友林和大
连圣亚人心中有一个梦想：在
星海湾畔建设一处非商业化的
斑海豹湾，培育供其生存、野
化、常驻的生态系统，公众在此
了解、亲近这种海上精灵，这将
是一幅滨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丽画卷。

利用实地走访、红外相
机、卫星项圈等多样方式开
展调查

说起荒漠猫，当地牧民还会纳闷，
这是什么动物？但只要一提到草猫，
大家立刻就知道，原来是尾巴上有黑
色圆圈、耳朵上长着一簇短毛，拥有蓝
色眼睛、外形酷似家猫但体型更大的
一种野猫。

开展野生动物专项调查的一个重
要方式，就是通过询问当地居民来掌
握野生动物出现的范围。

2019 年底，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对荒漠猫开展了第一轮调查，从门
源县到天峻县，对 20 多个祁连山国家
公园管护站逐一寻访。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刘炎林介绍
道，常年生活在当地的居民，经常能看
到野生动物，通过跟他们交谈可以掌
握很多信息。

实际上，在荒漠猫专项调查开始
之前，调查人员就在为拍摄雪豹而设
置 的 红 外 相 机 中 见 到 过 荒 漠 猫 的 身
影。然而，雪豹调查在高海拔的山地，
对低海拔的地方覆盖不足，那时候调
查人员感觉荒漠猫的分布没那么多，
它们既神秘又不太好找。

直到调查人员来到位于门源县的
祁连山国家公园老虎沟管护站，才打
破这一印象。管护站巡护员贺成武把
刘炎林带到路旁的一片云杉林，讲述
自己有次骑着摩托车经过，看到荒漠
猫在这里出现，这让刘炎林惊讶不已。

“我们开始做实地调查，在经常出
没的点位放置红外相机，为了解荒漠
猫更多的生活习性，还试图给荒漠猫
戴上卫星定位项圈。”刘炎林介绍。

通过多种方式的实地寻访，调查
人员尝试了解荒漠猫数量有多少，又
存在哪些生存危机，进而为制定保护
方案提供建议。

持续的调查终于有所收获，团队
初步掌握了荒漠猫的分布情况。调查
发现，荒漠猫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国家
公园东部的低海拔浅山带，包括草甸、
灌丛和林草交界处，而老虎沟的造林
带则是荒漠猫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

此外，团队还初步了解了可能威
胁荒漠猫生存的因素，如路杀（在迁移
途中被公路行驶车辆碰撞）、毒杀（误
食灭鼠毒药）等。对此，刘炎林建议，
可以在荒漠猫出现较频繁的道路旁，
树立慢行警示路标。

下一步，团队还将继续评估家猫
对荒漠猫种群基因的影响程度，是否
需要加强对区域内家猫的管理或采取
绝育措施。

生态修复为荒漠猫提供
更多生存空间

根据前期的调查寻访，调查人员
将红外相机布设在海拔较低的地方，5
月和 6 月时收获了不少荒漠猫的珍稀
画面。然而，到了 7 月、8 月、9 月，情况
却大不一样，“我们很难再发现荒漠猫
的身影，大家猜测它们可能在夏天移
动到高海拔地带，等到青稞收割的季
节再回来。”刘炎林介绍，“不过卫星定
位项圈显示并非如此。我们还在继续
观察。”

持续的观察，让团队对荒漠猫的
食物结构和活动习性有了更多了解。
如通过对荒漠猫粪便和红外相机数据
的分析，调查人员了解，荒漠猫捕食田
鼠和鼢鼠，主要在夜间活动。

揭开荒漠猫的神秘面纱，让刘炎
林和调查人员都有些意外。在门源盆
地，荒漠猫与人类活动高度重叠，与雪
豹相比它们更亲近人类。门源盆地有
很多人造林和农田，这与荒漠猫在其他
区域的栖息地以天然灌丛为主不同。

在门源县城周边的农田和浅山带
的造林地，荒漠猫时常出没，这给当地
居民留下一个印象：荒漠猫离人们并
不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刘炎
林给出一个答案，“20 年前，县城周边
分布着草场和农田，退耕还林后，都种
上沙棘变成人造林。因为沙棘树满是
刺，人很难进去，这给荒漠猫提供了生
存空间，它可以躲在里面。”

退耕还林让县城周边的造林地变
成荒漠猫的优质栖息地，不仅如此，现
在巡护员还用石头给荒漠猫搭建小房
子，为它们提供住所。

“这种现象对我们研究小型猫科
动物如何在人类主导的区域中生存带来
很大启发。”刘炎林介绍，除了生态修
复工程造就的优质栖息地外，荒漠猫能
在门源栖息，也得益于当地人的爱护。

一开始研究团队对门源县的油菜
花旅游是否会影响荒漠猫生存还有疑
虑，但经过观察发现，荒漠猫能适应这
种干扰，当然后续还需更广泛、更细致
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

生物多样性调查为国家
公园建设奠定基础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先后委托中国林科院、北京林
业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高
原生物研究所等 10 多家相关领域专业
团队开展野生动物兽类、鸟类、两栖、
爬行类和野生植物等调查，特别是对
雪豹、豺、荒漠猫、黑颈鹤，以及无脊椎
动物、野生植物及大型真菌开展专项
调查。

“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是了解生
物多样性时空变化的手段，也是评估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发挥保护成效的途
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副
局长韩强告诉记者。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分布
着野生植物 543 种，多元的生态环境和
景观类型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和栖
息活动提供了较为广阔的选择空间。
这里还生活着 252 种野生脊椎动物，如
当 地 人 所 熟 知 的 雪 豹、藏 野 驴 、白 唇
鹿、野牦牛、岩羊、猞猁、马鹿等。

“我们初步调查了这些野生动物
的密度和数量，并在部分物种的专项
调查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韩强介绍
道，通过雪豹专项调查的监测工作，收
获了丰富的监测成果，如拍摄到 5 只雪
豹的同框视频，说明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内雪豹种群繁殖力较强，区
域内食物链完整，生态系统健康稳定。

一个物种的生存绝不是孤立的。
与雪豹一样，荒漠猫也被看作区域内
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指示物种。接下
来，监测研究工作将继续为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打造生态科研高地奠
定扎实的基础。

清晨，在门源刚刚种下的油菜花地里，隐
藏着一位“狩猎者”——荒漠猫。它耐心倾听
四周的动静，等待合适时机，猎捕鼢鼠。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活着中国
12种野生猫科动物中唯一的特有种荒漠
猫。为了解荒漠猫在这里的分布情况及生存
现状，从2019年起，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委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展荒漠
猫专项调查。

实际上，2017年以来，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省管理局已开展了雪豹、豺、黑颈鹤等珍
稀动物的专项调查，以及野生植物、大型真菌
的调查。

这些专项调查是如何开展的？调查结果
又有哪些用处？

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开展野生动物专项调查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开展野生动物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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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脉众多，河网纵横。地上，有除
海洋生态系统外的多种生态系统，地下，则是
一片岩溶世界。这片神奇的土地，也是许多
动植物栖身的乐园。黔金丝猴、黑叶猴、银
杉、梵净山冷杉、单性木兰等特有动植物，成
为贵州“名片”。

在近日召开的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热议的话题。
保护工作向“黔”看，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都
有哪些“法宝”？

顶层设计为生物构筑安馨家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鹿正在给幼鹿哺
乳，野猪带着一群小野猪到处觅食，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豹猫在夜色中走过……

这些画面，都是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中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场景。

“近 30 年的保护，让保护区的生态得以恢
复，许多曾经离开我们视线的野生动物又回
来了。”遵义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穆君向媒体表示。

赤水桫椤生态稳定向好，是贵州完善生
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具体体现。围绕武陵山
脉、苗岭山脉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贵州
已经建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等各类型各级别的自然保护地
网络。

通过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全省 90%以上的
自然生态系统和 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得到
了有效保护。同时，通过建立植物园、动物园
以及各种资源库等方式，对濒危的珍稀动植
物予以保护。

来贵州做客，品一口“都匀毛尖”，清香馥
郁，滋味清纯鲜爽。贵州茶香飘万里，也吸引

着无数游客。
目前，贵州百年以上树龄的古茶树近 120

万株，其中相对集中连片 1000 株以上的古茶
园 50 处；树龄在 200 年以上的古茶树有 15 万
株以上，最大的古茶树地径达 180 厘米，国内
极为罕见。

针对这些珍贵的植物资源，贵州出台了
《贵州省古茶树保护条例》，对保护、管理、研
究、利用等活动，明确主体，明晰权责，进行详
细的强制性规定。这也是我国首个在省级层
面对古茶树开展的立法。

不只是古茶树，一系列针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制度规范陆续出台。《贵州省实施森林
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细则》

《贵州省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让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逐步迈
向规范化。

加强科研监测，搭建管理平台

有一双“眼睛”，全天候守护着生机盎然
的自然保护地，监控着区域内的违法违规活
动。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天空地一
体化’的自然保护地监测体系。可以利用‘高
分辨率卫星+无人机’遥感，以及人工地面核
查的方式开展人类活动监测。”贵州省生态环
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侯伟介绍说。

这也就意味着，破坏自然保护地的违法
违规活动，会被“绿盾”的监测系统识别出来，
卫星、无人机，乃至工作人员的亲身现场核
查，都是一双双眼睛，时刻留意着保护区内的

“不和谐”画面。自“绿盾”行动开展以来，发
现的问题通过部门分工、现场复核、督促整改
等方式，推动问题整改及生态修复。

在贵阳市观山湖区，更是构建了以“大生
态+大数据”融合建设的平台，形成全域生态
环境“一张图”，这其中，还设有专门的生物多
样性模块。利用大数据、高科技，录入生物多
样性现有底数，为系统性建立观山湖区生物
多样性物种库，并常态化实施针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动态监测建立了基础。

物种丰富多样，推动“两山”转化

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独特的生物种
类，而贵州人开动脑筋，让独特的物种改变了
荒山，成为看得见的财富。

贵州赤水，如今是金钗石斛重要的产地，
这里的农民，不争土地“争石头”。从前没有
开发的荒山、荒石，成了“香饽饽”，因为它们
是石斛繁衍生息的绝佳栖身之所。

闲散的荒山荒地，摇身一变成了绿地，原
本无人问津的荒石之上，如今盛放着金钗石
斛的红色花朵。

环境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也越过越美。
赤水通过“幸福工程”石斛种植技术培训班，
让当地农民学习石斛种植技术，金钗石斛成
了主要产业，农民每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赤水不仅拥有石斛，还拥有万亩竹海资
源。这里的竹产业也同样生机勃勃，培育的
丰产竹林累计达到 100 万亩。竹林不仅造就
了赤水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全 产 业 链 ，
2020 年 实 现 规 模 以上纸制品企业完成产值
23.8 亿元，同时，还吸引了一大批慕“竹”而来
的游客，带动旅游创收，提供景区就业岗位。

生物多样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在产生良好生态效
益的同时，更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推动良
性循环。

“曾经离开的野生动物又回来了”
贵州加强顶层设计实施动态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成效

◆本报见习记者于天昊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倾心守护海洋精灵
◆刘蕴哲

大连市十佳绿色使者刘友林：

本报讯 东坑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
湖源镇的东北面，这里山高林密，土地肥沃，是浙江
名茶天目青顶茶的主产区，也被誉为“中国有机茶
第一村”。

东坑村下游的里畈水库是临安城区主要水源
地之一。为确保水源安全，上游生产生活污染必须
杜绝。多年来，东坑村为减少茶叶生产污染付出了
巨大努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民生产效率。如茶
农采用传统的人工拔草，劳力投入多、劳动强度大。

为使村民付出有所回报，2021 年初，临安区政
府选择里畈水库上游培育“茶叶绿色经营示范区”，
探索建立饮用水源地茶园生态补偿机制。区生态
环境部门与太湖源镇政府、里畈水库上游茶叶专
业合作社、村委成员多次对接，明确了框架路径、
技术路线，并成立以生态环境分局、太湖源镇主
要领导为组长，农业农村局技术专家参与的工作
专班。

随后，专班制定建设考核表，确定重点区块，落
实补偿启动资金 60 万元。今年 4 月 1 日，“天目山

宝·东坑野茶”2021 开茶节在东坑村梅树湾举办，
镇政府与茶叶专业合作社签定地役权设定合同，

“茶园绿色经营示范区”正式启动。
在补偿资金支持下，东坑村通过杀虫灯、诱芯

色板及有机肥的使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30%。
在海拔 600 米以上的观音堂示范基地，300 亩

茶园多在陡坡上，属于 10 多户茶农。自茶园里安
装了智能化虫情测控设备后，茶农反映效果很好。
投放的 6000 块诱虫板，也收效良好。

此外，东坑村还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
提升东坑有机茶品牌价值。据调查测算，今年东坑
村绿色经营茶园的茶叶价格较周边其他茶园价格
高出 800 元/千克左右，可增加茶叶产值 160 万元
左右。

通过水源地补偿政策与茶园绿色经营的融合，
东坑农民得到了实惠、发展了茶产业。仅春茶一
季，深山里的农民人均收入就达 6000 元，全年收
入预计可达 3.8万元。

周兆木 程雷生

临安东坑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茶园生态经营村民得到实惠

美丽共建

新闻+

图为放生斑海豹图为放生斑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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