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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成立特护区，扩大栖息地，
提高种群数量和质量

普氏原羚是青海湖滨沙化草地的代
表物种，也是青海湖的旗舰物种。“这里的
牧民都叫它黄滩羊。”青海省刚察县公安
局的马福德，入职 5 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
保护普氏原羚。马德福小时候经常听老
一辈人讲，1958 年以前达玉草原有上千
只普氏原羚，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
于栖息地的缩小和破碎化、家畜冲突、种
群隔离、偷猎等原因，种群数量下降至不
足 150只，一度比大熊猫还稀少。

虽然普氏原羚是中国特有物种，但是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都不
知道它长什么样子。1997 年，动物摄影
爱好者葛玉修在布哈河口，遇到了 7 只黄
褐色像羊一样的动物，及时按下快门，第
一次让世界见到了普氏原羚的真容。“当
时，普氏原羚的数量已经低到种群濒临灭
绝的程度。”葛玉修补充说。

21 世纪初，根据观测，青海湖环湖 11
个普氏原羚种群中，8 个种群相对独立，
生活区域较固定，迁徙范围小。只有甘孜
河—哈尔盖河分布区的 3 个种群可以进
行适当迁徙，但也受到人类放牧活动的影
响。

每年 2 月至 5 月，哈尔盖区域成为牧
民的春季草场，普氏原羚只好迁徙到甘孜
河。等到冬季 10 月至翌年 3 月，甘孜河又
成为牧民的冬季草场，普氏原羚则又被迫
迁徙到哈尔盖地区。因此，扩大栖息地、
加强退牧还草是提高普氏原羚种群数量
和质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2007 年，青海省在青海湖环湖普氏

原羚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成
立了“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区”。特护区
面积 161.8 平方公里，包括了刚察县哈尔
盖镇、沙柳河镇、三角城种羊场、青海湖农
场的部分地段，内有草场、退耕地、沙丘、
人工造林、天保林地，是一片美丽广袤的
湖滨草原。同时，在这片特护区内，草场
和退耕还林地之间的围栏处还试建了一
条普氏原羚通道。

实行省、州、市三级财政补
偿机制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境内，315 国道
路边，立着一块大牌子——中国普氏原羚
之乡。

“现在刚察县境内有 1800 余只普氏
原羚，分布的范围东接哈尔盖河，南至青
海湖北岸，西至沙柳河，北以 315 国道为
界 。 目 前 这 个 范 围 之 内 栖 息 了 5 个 种
群。”马福德介绍说。

记者站在 315 国道上，就能看到远处
田 地 里 三 五 成 群 的 普 氏 原 羚 在 进 食 嬉
戏。当人试图接近时，这些高原的小精灵
们机敏地跑开，而田地里是当地人种的油
菜花。

“从春季油菜花发芽到秋收的时候，
普氏原羚会在田地里啃食青苗。”马福德
告诉记者，被普氏原羚破坏的青苗都可以
得到赔偿。

据马德福介绍，青海省有省、州、县三
级财政补偿机制。如果普氏原羚破坏了
庄稼，百姓可以向森林公安报案，公安部
门会立案核实，根据实际情况完成补偿，
所以老百姓不会驱赶或惊吓它们。同时，
相关部门通过法律宣传，当地老百姓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深入人心。
十余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一起非法

猎杀捕食普氏原羚的案件。
从 2007 年特护区成立以来，海晏县、

刚察县、共和县、天峻县和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均在普氏原羚聚居区
域兴建了饮水池，留出简易通道，并由专
人定期进行蓄水工作，解决普氏原羚过冬
饮水和迁徙难的问题。

各地还在普氏原羚分布区域积极投
放饲料，刚察县一年就累计投入资金 10
万余元，投放草料 40 多吨，有效缓解家畜
与野生动物“争食”的现象。

草场网围栏的设置，也影响到普氏原
羚的安全。据了解，包产到户政策后，老
百姓都把自家的地用铁丝围起来，这就导
致了普氏原羚的种群交流被隔绝了。青
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
邦介绍说，为改善普氏原羚生存条件，自
2009 年至 2015 年底，4 个县累计拆除网围
栏刺丝 51.5 万米，网围栏高度从原先的
1.5米降低到现在的 1-1.2米。

“网围栏高度降低，方便了普氏原羚
迁移和交流，再也不会出现普氏羚羊被铁
丝网卡住致死的场景了。”马福德说。

救护、人工驯养繁殖，种群
基因得到最大保护

进入 21 世纪，普氏原羚的保护力度
持续加大。记者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了
解到，2004 年青海成立普氏原羚救护中
心，通过救护、人工驯养繁殖，到 2006 年
救护中心普氏原羚的数量逐步发展到 20
余只。2008 年至 2016 年，救护与人工繁
殖的普氏原羚数量达到 67只。

自救护中心成立以来，普氏原羚共完
成两次迁徙。第一次从救护中心迁徙至
青海湖北岸保护站（鸟岛），迁徙距离 12
公里。2015 年以来，随着青海湖流域生
态环境的持续向好，青海湖水位不断上
涨、湖域面积持续增加，青海湖北岸保护
站（鸟岛）普氏原羚驯养繁育草场被大面
积淹没和侵蚀，无法满足普氏原羚的救护
和繁育需求。2017 年 12 月，青海湖北岸
保护站（鸟岛）28 只普氏原羚整体迁移至
位于青海省江西沟农场的青海湖南岸保
护站，至 2020 年种群数量达到 60余只。

世界上第一只人工饲养的普氏原羚
“玲玲”成功产下第一胎“陶陶”，世界上年
龄最大(11 岁)的普氏原羚生活在救护中
心，普氏原羚首次诞下双胞胎……经过长
期努力，普氏原羚种群基因在青海湖南岸
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近期，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完成了 2021 年度春季迁徙水鸟、普氏
原 羚 种 群 监 测 及 野 生 动 物 疫 源 疫 病 监
测。记者了解到，此次调查普氏原羚正好
处在交配期后，受天气、距离、光线和普氏
原羚保护色影响，只监测到 2560 余只。
同比去年，整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种群
发展持续稳定。

何玉邦介绍，从 2019 年植被监测结
果显示来看，保护区植被平均高度 12 厘
米，生殖枝平均高度 22.2 厘米，表明保护
区植被生长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极有利
于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以及当地牲畜生
存与发展。

生存境况得到最大改善，也加强了来
自青海湖周边 14 个栖息地的普氏原羚基
因的交流。

在哈尔盖地区 315 国道旁，普氏原羚
正在田地上奔跑跳跃。

一个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的城
区里，生存着一种濒临灭绝的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野生种群，这
有可能吗？

这样的例子的确存在。长江
江豚是中国特有动物、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
流及鄱阳湖、洞庭湖，数量仅存约
1012 头，被 IUCN 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评估为“极危”。而在江苏南
京，繁华主城区的长江江段却稳
定栖息着长江江豚野生种群。

5 年多前，在这里，我与长江
江豚结了缘。

2015 年 夏 天 ，我 来 南 京 游
玩，与几位未曾谋面但早在网上
认识的朋友见了面，交谈得知他
们刚刚与鲸豚类研究专家、南京
师范大学杨光教授等专家学者以
及热心人士发起了南京江豚保护
协会。

“在南京能看到江豚吗？”我
有些疑惑。“能，但今天没看到。”
担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姜盟
回答我。这勾起了我的兴趣：我
一直想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
作。就这样，南京江豚保护协会
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入职协会后不久，我和协会
理事武家敏老师一起去江边找江
豚。武老师是位“老南京”，拍摄
江豚已有近十年，对江豚活动规
律相当了解。可没想到，他带我
去了高楼林立的城区江边。我有
些不可思议，城里就能看到野生
江豚吗？

其实并不奇怪。2014 年，南
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成
立，范围涵盖了南京主城区的江
段，一些岸线、沙洲的湿地环境得
到了很好的保护，为长江江豚和
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武老师说：“你看，有个黑色
东西冒出来，又下去了，那就是江
豚。”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只有
辽阔的江面，一艘艘江船，还有两
岸的高楼大厦；野生动物倒是看
到有十多只黑鸢在空中盘旋，伺
机寻找猎物，江里的“黑东西”却
没看到。

“有了！有了！”武老师突然
喊。我赶紧朝他指的方向看，江
面真的冒出一个“大黑点”，仅一
两秒钟又钻入水中，过了一会儿
再次现身——有三四头呢！远远
地虽看不清面目，但知道那是野
生的长江江豚就足够兴奋了。找
它们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不知
何时现身、出现的方位也飘忽不
定，只能静下心来，等待着江豚带
来的惊喜。这种感觉让我久久不
能平静。

过 了 不 久 ，我 第 一 次 以“ 老
师”的身份去一个小学宣讲。我
问同学们，“你听说过江豚吗？”全
班 50 多 个 孩 子 ，举 手 的 不 到 30
人。这不意外，那时虽常有长江
江豚的新闻报道，但相对熊猫、老
虎、大象、海豚这些动物，江豚的
知名度还太低。

不过我早有准备，我用孩子
们更熟悉的海豚引入，对比形态
差异让他们记住江豚的模样；用
鲨鱼做对比，说明江豚也不是鱼
类；找来了反映长江江豚生存危
机的公益短片，与孩子们一起寻
找长江江豚濒临灭绝的原因。孩
子们听得非常专注，也为长江江
豚遭受的处境深感同情，有孩子
还偷偷流下了眼泪。

课渐入尾声，我再问：“你觉
得南京有江豚吗？”举手的人不到
10 个。我提高嗓门，肯定地说：

“有！”霎时，掌声响彻班级。从那
以后，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更加清
晰：让更多人认识江豚、喜欢江
豚，通过江豚重新认识“家门口”
的长江和这座城市。

这堂课也引起了我和伙伴们
思考：许多本地人，甚至青少年都
不知道长江江豚就生活在“家门
口”，我们能用哪些办法让人们知
道呢？亲眼所见更让人记忆深
刻！于是，协会发起了带市民看
江豚的公益活动。可报名者却将
信将疑：这么稀少的动物，能看到
吗？还有人以为，要带他看水池
里饲养的江豚。当来参与的市民
望着茫茫江面，听我讲解“江豚是
野生动物，不一定何时现身”、“江
豚出水呼吸时非常短暂，远远看
上去像一个大黑点”，有人似乎用
眼神在说：你在耍我吧？我内心
其实也焦急。

不知等了多久，我的同伴率
先呼喊：“看那儿啊，江豚！”人们
目光一下子转移到他手指方向，
果然江中“黑点”现身了——人们
确信了，确实是江豚在自己面前
迎风逐浪！顿时，人群中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一位老人
说：“这不是我年轻时见过的‘江
猪’吗？”我点点头，对，江豚就是
以前人们俗称的“江猪”。人们这
才意识到，原来江豚一直都与我
们同在一座城市中。

如今，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
关注江豚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再
问起“你们知道长江江豚吗？”几
乎所有孩子会喊：“我知道，我知
道”，还不乏有人说“我在江边看
到 过 ！”此 情 此 景 ，令 我 感 触 良
多。

如今，“城市中心江段有野生
江豚稳定栖息的大城市”这一身
份也愈发让南京人感到自豪。通
过江豚，人们对“家门口”的长江
和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理解。

2015 年在这座城市里，我与
长江江豚结缘，从那时起，我感受
到了繁华的城市与野性的自然并
不是无法和谐相处的。也让我相
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感受
到了这一场景，共同参与到长江
大保护中来，长江江豚的微笑一
定能和我们一起，伴随着这座城
市，在这共同的家、同一条母亲
河，迎接着每一天。

作者为南京江豚保护协会宣
教部部长

“现在环境好了，地里的草也多，放牧时经常能看到普氏原
羚。”65 岁的牧民童学福指着不远处悠闲觅食的普氏原羚满脸
洋溢着自豪，“我家有三四十亩地，主要种植油菜，这些羚羊经
常来吃菜。”

拥有一对极为对称的弯角、矫健而发达四肢的普氏原羚,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几近灭绝的处境。几十年来，青海
省加大力度禁止盗猎野生动物，同时开展严格的保护地管护工
作，普氏原羚由 2007 年的 300 只左右增加到 2020 年的 2700 只
左右，14 年增加近 9 倍。日前，记者走近普氏原羚之乡，亲眼见
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守望普氏原羚守望普氏原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刘晓星刘晓星

“你看，这是我从景宁带回来的生态瓶——苔藓微
景观，摆放在桌面上，就是一道养眼的风景。”上海宋女
士向同事介绍。

清代诗人袁枚笔下“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
苔藓，摇身一变成为带着田园风的微景观瓶走进千家
万户，苔藓产业也日益成为当地主导产业，见证了景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转换成效。

专业繁育，不做搬运工而做保护者

古诗中的“苔”统称苔藓植物。据专家介绍，苔藓
植物是小型多细胞的绿色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散射
光线或半阴环境，温度最好保持在 25℃以上，才会生
长良好。目前，在全世界约有 2.3 万种，中国约有 2800
多种。

毛垟乡是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一个偏
远山区乡镇，2014 年乡里推出“环保存折”积分兑奖机
制，引导群众参与“五水共治”、垃圾分类等环境保护工
作，成效明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
想深入人心。毛垟乡的库头村还用村规民约来约束滥
伐、滥垦、滥采、滥挖等行为，在 1.7万亩林地中，封山育
林比例占比近 77%，非常有利于苔藓植物的种植，不少
野生苔藓也遍布于此。

丽水润生苔藓科技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淳朴的民风，在 2019 年与毛垟乡开展合作，
利用当地丰富的高山湿地资源，大力发展苔藓种植特

色产业。
如今，苔藓植物重要的生态

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森林面积
的逐渐减少，再加上野外苔藓作
为景观绿植被不断挖掘，其多样

性也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不做大自然的搬运工，要做苔藓的保护者。”

公司创始人温从发说。“自户外苔藓基地种植大批量普
通苔藓成功后，我们一期投资 260 万元，在全乡 4 个村
扩种苔藓 200 亩，建设苔藓文化园和苔藓工厂化栽培
基地，实现周年性、全天候、反季节的企业化规模生
产。”

据悉，丽水润生苔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苔藓
专业化繁育的企业，在国内推动苔藓市场化应用做了
很多探索。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主任、科普
教育专家张力介绍，“目前苔藓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
大，但单凭从野外野蛮挖掘，既破坏生态，也难以持久，
因此苔藓种植可称得上是朝阳产业。”

小苔藓种植助力农民增收

在毛垟乡的苔藓基地内，村民们正忙着给苔藓浇
水、除草。毛垟乡村民吴乾仁告诉记者，现在在家没事
做，过来打理苔藓，也能有点收入。“事情简单也不多，
蛮轻松的，一个月大概也有两千多。”

在毛垟苔藓文化园内，很多妇女正忙着制做“永生
苔藓画”，这是把苔藓经过脱水、烘干、环保着色等多重
工艺，在保留原植物特点的同时，将其加工成自然存活
的状态。“我们中老年人能在园内做手工，不仅增添了
生活的乐趣，还能增加收入。”正在进行来料加工的村
民周秋萍开心地说。

记者了解到，毛垟乡合力建设以智慧苔藓小镇为
支撑的未来乡村。目前，占地面积 30 亩的苔藓智慧工
厂正在建设中，工厂集催芽、生长、炼苗等功能于一体，
使用恒温恒湿智控苔藓仿生栽培，并对稀有名贵苔藓
品种进行全天候、全季节、不间断智能化培育。除景观
苔藓外，工厂还研发培育食用、药用苔藓，推进苔藓植
物多样性发展。

“我们已先后与传化集团、万事利集团、深圳市中
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等落地合作，引入资金 550 余万
元，引进苔藓专业技术人才 14 名。”毛垟乡党委书记雷
晓华介绍道，“目前，全乡建立起以苔藓种植、苔藓文创
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苔藓产业成为当地主
导产业，带动 100 多户农户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同
时，村民还可通过苔藓种植、出租土地、帮工务工等途
径增加收入。”

2020 年，毛垟乡的苔藓景观工程销售额达 730 万
元，苔藓文创展品销售额达 380 余万元，两个行政村经
营 性 收 入 实 现 翻 番 ，全 乡 经 营 性 总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97.9%。

在生态环境系统等部门的支持下，毛垟乡立足自
身良好的生态条件，投资 500 万元，打造了一条长约 30
公里、连接 4 个行政村的自然生物科普长廊。长廊中
展有丰富的苔藓、名贵树种、名贵药材等植物资源以及
野生石蛙、娃娃鱼等动物资源。

同时，毛垟乡还建立了以苔藓为主题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展馆，展馆内有着 600多种当地苔藓品种标本。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引导更多人认识苔
藓、保护苔藓，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更重要的
是 在 宣 传 苔 藓 保 护 的 同 时 让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雷晓华介绍，“今年还将深入开发苔藓的特色产
品和食用药用的价值，继续承接苔藓绿化工程、打造苔
藓民宿，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小苔藓做出大产业
浙江丽水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本报通讯员董浩 徐晶晶见习记者王雯

与“家门口”的江豚结缘
◆王世成

作者在江边为孩子们介绍江豚。

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浮出江面的江豚浮出江面的江豚。。

挂在墙上的“永生苔藓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