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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阿里，天空碧蓝无云。玛旁雍措如
一颗苍翠的绿松石，镶嵌于冈底斯山脉和喜
马拉雅山脉之间。不远处，冈仁波齐静默伫
立。湖光山色，雪山屹立。这里被称为“世
界屋脊的屋脊”，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
河的发源地，也被称为“百川之源”。

阿里地区普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洛桑
旦增说，作为地球上高海拔地区淡水储量最
大的高寒内流湖泊，玛旁雍措是世界高寒地
区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湖泊湿地。保
护区对特殊干旱荒漠气候区的生态系统、生
命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发挥着巨大
作用。2017年 7月，玛旁雍措正式晋升为国
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其主要保护对象是以
玛旁雍措和拉昂措为主体的湿地生态系统
及生存于其中的水生、陆栖生物。

“通过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全面
维护玛旁雍措湿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
持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促
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努力提高保护区
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和宣传教育水平。”洛
桑旦增说。

9 月 底 ，阿 里 已 经 进 入 深 秋 ，在 海 拔
4560 米的玛旁雍措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吉吾管理站，气温只有 8 摄氏度。几位
管护员正在巡护。

巡护途中，他们不时要停下摩托车，捡
拾路边垃圾，用望远镜察看周边是否有动物
死亡、湿地草皮是否被破坏等现象。如果发
现了问题，他们需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今年 20岁的次仁旺姆是普兰县霍尔乡
人。2018 年 8 月，保护区在县上招聘，她通
过招聘正式成为保护区吉吾管理站的一名
湿地保护管护员。

保护区聘用的这批湿地管护员都是当
地群众，他们责任心强且热爱圣湖，让他们
担任管护员，既解决了当地农牧民就业问
题，也让圣湖得到更好地保护。

成为管理员之后，每人每月可以领到
1800 元的工资。有初中文凭的次仁旺姆
对湿地管护员这份工作很满意。她说：“玛
旁雍措是我们世代信仰的圣湖，现在，我的
工作是保护它免受污染，我也因此有了一
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希望未来全国的游客
来我的家乡观光。”

西藏阿里又被称作“天边的阿里”。曾
经，与这片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原关联紧
密的词往往是“世界屋脊的屋脊”“无人区”

“荒漠”等，而如今行进这里，会与旺盛的生
命力不期而遇。

“今天的阿里，不仅经济稳步发展、社会
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碧水蓝天净土，动
物植物多样，大部分山川仍处于原生状态，
仍然是西藏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阿
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浦春炯在接受中
国环境报山河行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十三
五”时期阿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他表
示，“十三五”时期以来，阿里地区以构建和
维护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核心，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把生态环保
作为底线、红线、高压线，强化污染防治和环
境监管，实施生态修复和治理，推进阿里地
区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自 20世纪 80
年代起，西藏开始致力于自然保护区建设。
目前，西藏已有 1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
个国家森林公园、22个国家湿地公园，自然
保护地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8.75%。

截至 2020 年底，阿里地区绝大多数保
护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性明显增长。藏羚羊
种群数量由原来的两万只左右，增加至现
在的 6 万只左右；野牦牛由原来的 1 万头左
右，增加至现在的两万头左右；藏野驴由原
来的 1.5 万头左右，增加至现在的 4 万头左
右；雪豹、盘羊、岩羊、黑颈鹤等野生动物恢
复性增长明显。

本报山河行报道组邓佳牛秋鹏赵晓
宇摄影报道

藏西秘境
天上阿里▶位于阿里地区措勤县

的扎日南木措是西藏第三大
湖 。 措 勤 的 藏 语 意 思“ 大
湖”，正是因为扎日南木措而
得名，这里是国家级湿地。

在阿里改则县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记者拍到一头被救助的一岁
半小雪豹。雪豹是一种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和旗舰物种，被称为“雪山之王”。

▶在阿里普兰县神山冈
仁波齐的周围，有玛旁雍措、
拉昂措、纳木那尼峰。这两
山两湖组成的“神山圣湖”之
地 ，向 世 人 展 现 了“ 千 山 之
宗、万水之源”的自然壮阔之
美，湖边成群的藏野驴悠闲
地在吃草。

秋天的羌塘草原，从绿色拨转到金色，秋色在这里无边无际地蔓延，藏羚羊
欢快地奔跑。

▶阿里革吉县盐湖乡羌
塘村 2 组扎珠说：“这些年，
草原上野生动物逐渐增多，
特别是放牧时经常能和藏野
驴等野生动物相遇。野狼也
偶尔会偷袭家里的羊，不过
它们也是生命，我们都知道
这 些 野 生 动 物 是 受 到 保 护
的，会及时报告政府，也会得
到适当补偿。”

▶在玛旁雍 措 国 家 级 湿 地 自
然 保 护 区 吉 吾 管 理 站 ，20 岁 的 湿
地 保 护 管 护 员 次 仁 旺 姆 和同伴在
水边捡拾垃圾。

▶居 住 在 阿 里 噶 尔 县
康 乐 新 居 的 斯 琼 正 在 品 尝
妻 子 普 珍 制 作 的 酥 油 茶 。
2017 年 ，斯 琼 一 家 从 海 拨
4570 米 的 改 则 县 麻 米 乡 搬
入 了 噶 尔 县 生 态 安 置 小 区
康乐新居。据了解，根据西
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
部署，当地政府对海拔 4700
米 以 上 极 高 海 拔 地 区 实 施
生态搬迁，实现群众脱贫致
富和生态环境改善。

湿地上的黑颈鹤伸着长长的脖子优雅地散步。

这是记者拍摄的札达土林地貌。土林是远古时期受造山运动影响，湖底沉积的地层长
期受流水切割，并逐渐风化剥蚀，从而形成的特殊地貌。札达土林有着古格王国的宫殿和寺
院的遗址，记录了一段神秘王朝消失的历史。

▲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被誉为“高寒生物种
质资源库”。保存完整的、独
特的高寒生态系统，孕育了
一座生物多样性宝库，野生
动物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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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COP15特别报道

10月 12日，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为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
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
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为探寻我国生物多样性之美，本
报记者前往西藏阿里地区，在羌塘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玛旁雍措国家级湿地自
然保护区，感受到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