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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鱼农争水”，阻断裸
鲤正常生殖洄游

“祼鲤是青海湖草木生态的核心物
种，如果没有祼鲤，湖中的藻类会泛滥生
长，候鸟也将失去食物。保护祼鲤也就是
保护了青海湖的食物链和生态系统，对青
海湖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青海湖祼
鲤救护中心主任史建全介绍说。

每年春夏之交，青海湖祼鲤都会集体
洄游，赶往布哈河、沙柳河、泉吉河等主要
流入青海湖河流的上游，交配产卵。

“青海湖祼鲤作成为溯河性鱼类，与
青海湖的水质有分不开的关系。”刚察县
环境保护和林业水利局技术员冬曲向记
者介绍说，由于青海湖湖水高盐高碱，压
抑性腺成熟，即使产了卵，受渗透压影响，
受精卵无法进行胚胎发育。祼鲤需要通
过顶水水流刺激促使其性腺成熟。另外，
上游河水盐度低，也是适宜受精卵发育的
环境。

但早年间，在沙柳河、泉吉河、哈尔盖
河等青海湖裸鲤洄游主要通道上修建有
拦河坝，阻断了青海湖裸鲤产卵繁殖洄游
的通道，使大量的亲鱼不能上溯产卵而聚

集在拦河坝下，导致最终搁浅缺氧死亡。
长期的乱捕滥捞，加上湖区水位持续

下降、产卵场遭到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
生长环境的日益恶化，让昔日的青海湖裸
鲤资源一度陷入衰竭。1982 年，青海湖
开始封湖育鱼，打响了拯救青海湖裸鲤于
生死边缘的保卫战。

梯形过鱼通道提高裸鲤洄
游自然繁殖力

从 2001 年开始，青海省加大管理设
施投入、强化执法力度、深化科学技术研
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在这场青海湖裸
鲤保卫战中，科技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

午后的阳光温暖地照在泉吉河上，河
道内一阶阶敞开式的通道上，成群结队的
裸鲤或奋勇向前，或聚集在河道相对平缓
的地方，积蓄力量，拾阶而跳，向产卵区进
发。

“研究发现，湟鱼在溯流而上的过程
中，会通过奋力游走，促使性腺逐渐发育
成熟后产卵，而拦河坝不仅会造成大量亲
鱼搁浅窒息，游程太短同样会让正常产卵
受到影响。”刚察县副县长吉狮卫向记者

介绍说。
为保障青海湖裸

鲤 正 常 生 殖 洄 游 ，
2010 年开始，青海省
先后对沙柳河、泉吉
河和哈尔盖河的拦河
大坝进行拆除，依据
之前的基础研究，修
建、改建 7条洄游通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如今的沙柳河畔，
每到湟鱼洄游季节，在“敞开式阶梯形过
鱼通道”上，无数鲜活而伟大的精灵在逆
流而上，为迎接那些崭新的生命而奋力拼
搏，场面蔚为壮观。

“敞开式阶梯形过鱼通道”的建设，不
但提高了青海湖裸鲤洄游自然繁殖力，也
彻底解决了多年来“鱼农争水”的矛盾。
刚察县渔政局副局长才旦对从前的湟鱼
搁浅记忆深刻，以前每年的洄游季是最忙
的时候，农田灌溉季节用水量大，河道会
出现断流现象，致使湟鱼搁浅，“当地群众
经常跟我们合作，通过人力将搁浅湟鱼放
回安全的地方。洄游通道使用后，断流的
现象越来越少，重现了‘半河清水半河鱼’
的盛况。”

又是一年洄游季，除了奋力洄游的湟
鱼，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的技术员、工程

师们也都同湟鱼一样来到洄游地，继续让
科 技 为 湟 鱼 的 资 源 恢 复 贡 献 着 无 穷 力
量。从 2002 年大规模增殖放流至今，来
自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的 1.56 亿尾青海
湖裸鲤原种种苗，对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
贡献率达 23%。

记者眼前如飘带一样的湟鱼向上游
去，争先恐后，金黄色的鱼鳍在河水的折
射下，散发出耀眼的光彩。从新世纪初湟
鱼蕴藏量不足 3 万吨到如今的突破 10 万
吨，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青海
人 40 年来保护湟鱼的决心和生态保护优
先发展战略实施的真实体现。

“保护祼鲤，我们是受益者。”刚察县
副县长吉狮卫 向 记 者 介 绍 说 ，“ 青 海 源
的 祼 鲤 现 在 已 经 是刚察的自然景观，我
们正在建造科普馆，让孩子亲近自然，普
及生态保护知识，也带动本地就业和旅游
收入。”

成千上万尾湟鱼逆流而上，在河流湍急
的水势下，一边游一边产卵，一段不寻常的生
命之旅随之开启。

不久前，记者在位于青海湖北岸的青海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泉乡，目睹了“半
河清水半河鱼”的湟鱼洄游奇观。

能够在 3300 米海拔的青海湖生存的大
型野生经济鱼类只有一种，那就是湟鱼。湟
鱼，学名青海湖祼鲤，生活在中国内内陆最大
的咸水湖——青海湖中，作为青海湖中唯一
大型野生经济鱼类，祼鲤占据着“水—鱼—鸟
—草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

然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人为捕

杀、河道萎缩、水域水质退化等因素影响，青
海湖祼鲤数量锐减。从 2003 年起，青海全面
实施封湖育鱼，加大土著鱼类增值放流力度、
开展人工孵化技术攻关、产卵场地的建设及
人 工 增 殖 放 流 等 措 施 ，湟 鱼 资 源 量 逐 步 恢
复。经过数十年的持续保护，青海湖祼鲤资
源蕴藏量已突破 10 万吨，较本世纪初增长近
40倍。

青海湖已初步形成“以鱼净水、以鱼养
水、以鱼抑藻、以鱼控草”的生命共同体。如
今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候鸟
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候鸟迁徙季节，一幅

“水—鸟—鱼”的生态画卷在此绘就。

为生命繁衍开启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刘晓星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红嘴鸥在青海湖裸鲤洄游通道上觅食红嘴鸥在青海湖裸鲤洄游通道上觅食。。 刘晓星摄刘晓星摄

▲▲青海牧民参与裸鲤增殖放流活动青海牧民参与裸鲤增殖放流活动。。 刘晓星摄刘晓星摄

守护十年，让荒山“长出”诗意草原

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玛日管理站和岗如
管理站工作人员日前在联合巡护途中救助了 3 只掉队落单、未满一个
月的藏羚羊仔。改则县林草局专门为藏羚羊仔搭建了圈舍，安排专人
喂养。目前，3 只小羊健康状况良好，待它们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将
被放归自然。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马
北琳报道 河北省白洋淀流域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河北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组成工作团队，日前
前往保定市高阳县赵官佐村，开
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与评估
工作。

此次针对白洋淀流域进行的
生物多样性调查，在今年河北省
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内属首次，是
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大生态
监测的生动实践。

联合调查团队在平原、山区
各选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
作为调查点位，并在林地、耕地、
村庄和沿河陆地 4 种调查生境中
选 取 3 条 样 线 ，采 取“ 晨 起 听 鸟
鸣，夜间捕青蛙”的方式，全面开
展针对蝴蝶、蜜蜂、鸟类、土壤动

物 、两 栖 动 物 和 大 型 真 菌 的 调
查。

夏末的保定，紫外线依然很
强，调查人员顶着火辣的太阳，穿
行在树林、农田和溪边，身上总是
冷不防地被蚊子叮出大包，裸露
在外的皮肤也时不常地被玉米叶
子划出一道道口子。

夜晚时分，赶上一场瓢泼大
雨，调查队员们都被淋了个“透心
凉”。但是大雨过后，他们又继续
往树林深处走去，顺势观察沿途
的土壤动物和大型真菌。

通过本次调查，团队获得了
大量生物种类数据。下一步，监
测人员将根据本次调查数据，结
合历史文献数据，出具评估报告，
为后续生物多样性监管提供技术
支撑。

晨起听鸟鸣 夜间捕青蛙

河北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图片新闻

◆杨柳 张健

“来之前就听说过这里的名号，有叫
小呼伦贝尔，也有叫南京坝上草原，在江
南地带出现这么一片草原，让人觉得很
新鲜。”到江苏南京旅游的游客说。

驴友口中的“坝上草原”，正是位于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镇北面的恋山。恋山
海拔约 110 米，在山顶举目眺望，山脉连
绵，绿草如茵，伴随着牧羊人的阵阵吆喝
声，“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之境在这里
触手可及，如画美景让人仿佛置身塞外。

笔者见到叶伟时，他正和爱人周玉
琴一道对山坡草皮进行巡查和补植。很
难想象，眼前这个头戴农家草帽、手拿铁
锹的黝黑男子，曾是都市里的一名计算
机培训老师。

提起如今这个被广大网友誉为“天
似穹庐地如仙家”的地方，周玉琴感慨颇
深：“你很难想象 10 年前这里的样子，因
为砍树开矿，山体破碎，坑坑洼洼，几乎
看不到绿色。”

荒山秃岭如何披上“绿装”？笔者带
着一份好奇，跟随叶伟夫妇的脚步，探寻

“荒山变草原”的神奇秘密。

乱砍滥伐，青山一度成
“破山”

“其实在上世纪 80 年代，恋山还很
原生态，漫山遍布松林，林间还有叮咚的
泉水。”说起儿时记忆里的青山，40 岁出
头的周玉琴怀念不已。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各 乡 为 了 集 资 通
电，满山的松木被村民当成了“摇钱树”，
不到一个月就被砍伐干净，而山地下蕴
藏着的黄砂、凹凸棒石粘土等矿产资源，
也被开采换钱。

渐渐地，这座青山成了当地人嘴里

的“破山”，而这道“生态伤疤”，也一直是
周玉琴心中的缺憾。

“就像是自己儿时的伙伴，不忍心看
着它荒废。”2012 年初，周玉琴在丈夫叶
伟的支持下，做出了个“叛逆”的决定。
夫妻二人辞去在南京市区教育培训行业
的工作，拿出打算在南京买房的积蓄，回
乡流转 2000 亩荒山荒坡，下决心要还故
乡绿水青山。一个月后，第一批 300 斤
的草籽运到了山脚下。

十年坚守，昔日荒山长成
诗意“草原”

“这片山地属于喀斯特地貌，土层很
浅，最初时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无法生
根。”面对“上山没路，山上没土”的棘手
处境，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叶伟常常自己
开拖拉机，一趟趟运土上山覆盖沙化土
地，同时边覆盖边种植，通过“以土定山，
以草养土”的自然循环法则拯救退化生
态。

为了取得生态草地营造的“真经”，
周玉琴专程请教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
授，系统学习覆盖、修剪、施肥、灌溉、表
施土壤等草植知识和技术，全力以赴地
投入到荒山修复中。

“其实草地也有它的生态结构，每年
春季，我们要播撒草籽花籽约 500 斤，多
采用本土适生的种类，这样可以加快植
物的自我净化，持续对退化草场进行改
良巩固。”说起修复植被，叶伟和周玉琴
已是半个专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终于，在两人
的坚守和努力下，草场生态环境得到明
显改善，植被覆盖率上升到 90%，各类草
植 达 100 多 种 ，其 中 不 乏 金 银 花 、猪 鞭
草、猫爪子、蒲公英等中草药品种。昔日

的荒山，被培育成江南大草原，成为众多
文艺爱好者“奔赴”的网红打卡地。

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人。如今，在恋
山邂逅悠闲觅食的“环保鸟”——白鹭，
已变得再寻常不过。“最近时，距离人只
有不到 20 米。”周玉琴说，白鹭对栖息地
的大气质量、水质等环境因素非常敏感，
只有生态环境优良的地方，才有可能成
为它们的栖息地。

望着在草原上忘我撒欢的人们，夫
妻二人谈起 10 年的坚守与付出，“一切
值得”四个字，概括千言。

辐射周边，“两山”实践
“点亮”幸福生活

山这边，山坡上绿意盎然，鲜艳的格
桑花点缀其间，坡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几个字十分亮眼；山那边，千米之
外的山湖水库清澈如镜，白墙黛瓦的乡
村小楼，应景地散落在湖边……行走在
恋山脚下的山湖村，一幅生态宜居的乡
村美景跃然眼前。

“来，来，来，快尝尝我们恋山的特色
菜。”在山湖村的农家小院里，邻居老马
正端着一碗“菊花脑汤”热情地招呼客人。

“过去农民靠山吃山，只算勉强‘糊
口’，现在靠着草原做农家乐，一年就可
以进账 8 万到 10 万元。”提起家庭收入的
变化，老马乐呵呵的。

近年来，南京市六合区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盘活自
然资源优势，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依托恋山良好的生态基底，像老马这样
做起农家乐生意的，已有 10多家。

带领家乡父老一起端起“绿饭碗”，
吃上“生态饭”，也是周玉琴内心的一份
乡恋。除了带动村民一同做农家乐致
富，“绿水青山”引来“金山银山”的故事，
也在山湖村生动上演。

2018 年，为深入拓展“两山”转化通
道，叶伟夫妇又流转了 1000 亩土地，注
册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立恋山有机
生 态 大 米 种 植 基 地 ，开 始 新 一 轮 的 生
态+农业的复合型产业振兴实践。

“你看看这稻田里有啥？”叶伟笑眯眯
地指着一片稻田问道。定睛细瞧，禾苗碧
绿细长，身姿婀娜，几条白白胖胖的稻花
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穿梭。

“目前，这个基地每年创收可达 100
多万元，同时还吸纳了周边村民以及贫
困户 10 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没想到我
们保护生态，现在生态又反过来造福我
们。”叶伟感慨地说。

叶伟和周玉琴表示，未来，他们还想
凭借山水一色，以草原生态系统保护为
核心，建造具有恋山特色的“亲子农园”，
通过“生态+文化+旅游”模式，凸显“顺
应自然、天人合一”的草原文化主题，献
上一道风景观光、特色民宿、农耕实践为
一体的“精品旅游大餐”。

“希望更多的都市人走进我的家乡，
来这里亲近自然，在耕作中学会与自然和
谐相处，感受自然生命的无穷力量。这也
是我们是坚守初心的向往。”提及未来，
叶伟夫妻相视而笑，信心满满。

美丽共建

本报记者刘良伟 蒋朝晖 见
习记者陈克瑶腾冲报道 9 月 27
日，“世界物种基因库·穿越高黎
贡”COP15 云南生物多样性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位于腾冲的北海湿
地和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探寻这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

北海湿地位于云南省保山市
腾冲市区东北部 12.5 公里处，总
面积 1629 公顷。保护区内有湿
地面积 215.69 公顷，是 2016 年云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
重要湿地。

一行人登上小船，徜徉在水
面上，探寻生态景观。保护区内
生物多样性丰富，可以看到莼菜、
野菱、睡菜等珍稀植物。

高黎贡山保护局腾冲分局副
局长张蔚介绍，湿地拥有火山喷
发带来的神奇景观，近年来，生态
保护成效显著。

“在北海湿地，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水面扩大、物种增加，湿地面
积达 3200 多亩，环境的改善，也
使得青头潜鸭等鸟类频现。另一
方面，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带动周
边社区经济的提升，居民收入增
加，实现了绿水青山的转化，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上来了。”张蔚
欣喜地说。

离开北海湿地后，记者跟随
采访团经过几十分钟的盘旋山
路，前往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林家铺子管护站，采访高
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

高黎贡山是中国和缅
甸的分界山脉，生物多样
性高度富集，被誉为“东亚
植物区系的摇篮”“世界物

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生
命的避难所”等。

仅占中国陆地面积 0.36%的
高黎贡山，分布有我国约 17%的
高等植物，其中 7.72%为特有物
种；分布有约 20%的哺乳动物，其
中 1/3为特有物种。

此外，这里还拥有 28 种两栖
动物、48 种爬行动物、300-500 种
鸟类、1600 多种昆虫。

走进这片动植物王国，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生
态景观。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党支部书
记、副局长段绍忠介绍，“这里物
种丰富，我们也持续在开展物种
保护和监测工作，比如旗舰物种
大树杜鹃，了解掌握其分布情况，
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通过开展
科研合作，培育树苗，初步栽植回
归成功。”

在这里流传着一句俗语：“一
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突然而
至的雨让记者一行对这句话有了
切身感受。但为了探寻 COP15
的“植物明星”——高黎贡山 特
有 植 物 ，世 界 800 多 种 杜 鹃 花
中 树 型 最 大 、花 朵 最 大 的 大 树
杜 鹃 ，我们选择了冒雨上山，一
睹其真容。

大树杜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定为极危物种。通过回归种
植，200 株苗木在这里沐浴着阳
光雨露茁壮地成长，为森林增添
了一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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