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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6 月 15 日电 （记

者巨云鹏）记者从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

获悉：近日，上海市生态学学会、

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

中心等 52 家企事业单位、科研院

所、社会组织等共同发起成立了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共同体，并

联合发布了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倡

议书。

据介绍，共同体成立后，将凝

聚各方力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形成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平

台，每年发布一批绿色发展标准、

指数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定期组

织绿色技术集体攻关、转化和示

范，绿色材料的应用和推广等活

动，实现业界共治、协商治理，率

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共同行动中实现各自的经济目

标与绿色效益。

共同体成立的同时还发布了

90 个 行 动 计 划 ，包 括 项 目 类 26
项、课题类 25 项、标准类 8 项、活

动类 31 项，包括成立长三角绿色

数字化产业投资基金，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绿色生态

净化技术示范，开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饮用水水源协同保护法规调研，编写碳达峰、碳

中和科普宣传手册，举办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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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6 月 15 日电 （记者李纵）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与自治区检察院等部门在

北海市签署北部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

议，共建海洋保护司法协同机制。

据悉，相关部门将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司法衔接，整合行政司法资源，

形成高效制止和打击涉嫌环境违法和犯罪活动的工

作机制，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审判实践探索。

同时，广西司法机关还将建立北部湾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专家库，遴选一批具有丰富生态环境保护

经验的理论和实务专家入库。北部湾沿海城市法院

审判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时，可以聘请库内专家担任

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或提供技术咨询等。

行政司法合力

广西切实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本版责编：程 晨 申 茜 张文豪

版式设计：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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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近期，一群野生亚洲
象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一路北移，受到
广泛关注。为实时掌握
象群情况、保证人象安
全，野象监测预警团队、
专家团队和沿线干部群
众围绕北移象群，展开了
一场保护接力。

①①

②②

6 月 14 日 18 时至 15 日 18 时，象

群持续在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

乡 活 动 ，向 西 北 方 向 迂 回 迁 移 9 公

里，移动直线距离 1.3 公里。独象离

群 10 天，位于象群东偏北方向，与象

群直线距离 19.1 公里，持续在昆明市

晋宁区双河彝族乡林地内活动。15
头象均在监测范围内，整体平稳，人

象平安。

易门县、晋宁区现场指挥部当日

共投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 96 人，

出动渣土车 196 辆、挖掘机等工程车

12 辆、应急车辆 68 辆、无人机 12 架，

疏散群众 1074 户、3420 人，投喂象食

1.5 吨，确保沿途群众安全。

监测预警团队——
象行人走，象停人留

野象昼伏夜出，云南省森林消防

总队信息通信处助理员杨翔宇也跟

着晨昏颠倒。群众提前疏散，杨翔宇

和同事们却需要迎象而上。作为距

离北移象群最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作

息取决于象：“象行人走，象停人留”。

6 月 13 日，是杨翔宇监测野象的

第十八天。5 月 27 日下午，野象靠近

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县城，为了做

好预警、保证人员安全，他赶赴现场

开始监测活动。“最初以为是应急任

务，现在看来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

了。”杨翔宇说。

近期，网上流传的野象睡觉、嬉

戏打闹、玩泥巴等视频，几乎都来自

监测预警人员的航拍。绝大多数时

候，他们会把无人机高度保持在 100
米以上，尽可能减少对象群的打扰，

象群休息或者视野较好的时候，他们

有时干脆改用望远镜观测。

与野象累了睡一会儿、醒了接着

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线监测预警

团队承担的高风险监测、高强度工

作。为了避免跟丢野象、发生人象冲

突，监测预警人员需要精力高度集中。

最危险的时候是转场。无人机

有效监测距离在两公里左右，一块电

池支撑的最大飞行时长为 50 分钟，

因此，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

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需要根据野象

行动路线，不断变换监测点位置。

杨翔宇说：“白天还好，它们往往

躲在林间缓慢徘徊，我们不用跟着转

场；但傍晚开始，野象会从林间出来

迁移觅食，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野象

途经的地方野外食物少，它们一晚上

多的时候要走七八公里，我们也要跟

着转场四五次。”

最近的一次，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距

离野象只有 5 米。“幸好是擦身而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杨翔宇说，“希

望象群早日找到合适的栖息地。”

专家团队——
胆大心细，亲身

测试电子脉冲式围栏

北移象群走出西双版纳国家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时 间 是 2020 年 3 月 。

跟云南其他野象群一样，它们当时并

未引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

究中心主任陈飞太多的注意——近

30 年来，随着云南野象种群从 150 多

头增长到 300 头左右，野象扩散与迁

移十分常见。

不 过 ，为 了 尽 可 能 减 少 人 象 冲

突，来自云南省的一线野象监测人员

依然会对走出保护区的野象群进行

“日报”，全部资料汇集到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后，供云南省

各级林草部门监测预警和科研参考。

“ 北 移 象 群 第 一 次 引 起 我 们 注

意，是其可能进入普洱市墨江哈尼族

自治县通关镇。”陈飞说。为了确保

电子脉冲式围栏不会对野象造成伤

害，安装调试好后，胆大心细的陈飞

自己试了一次，“不会受伤，但应该有

威慑作用。”最终，通过设置电子脉冲

式围栏、物理阻拦、食物诱导等方式，

使得北移象群未进入通关镇。

等野象离开，陈飞迅速掏出自封

袋，抓起象粪就撤。“按标准流程应该

是戴手套用试管提取，可野象未必给

咱们这个时间，还是安全第一，以防

万一。”陈飞介绍，目前正在对野象粪

便开展宏基因组测序和微生物培养

研究，希望通过分子手段研究野象健

康状况，为野象保护管理提供支撑。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专家团队也

要进村上山。配合玉溪市红塔区政

府工作人员劝离群众后，来不及撤离

的陈飞和另外十几人赶紧寻找有二

楼的房屋躲避。紧要关头，一起躲避

大象的民警搬来梯子，大家逐个爬到

房顶，才躲开了可能出现的危险。

“各级党委政府和沿线群众都为

守护亚洲象付出了很多。”陈飞坦言，

在国内早就没人猎捕野象了，现在最

怕的是野象伤人，也只有避免野象伤

人，才能更好地保护好北移象群。

沿线干部群众——
保护人身安全，

也守护好象群

看到沿途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渣土

车，就知道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到了。

农时不等人。6 月 13 日中午，十

街乡张所村委会着母旧组不少村民

都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 5 日到 10
日，由于野象在村中活动，整个村组

的农业活动暂停。“10 日晚，预判大象

可能要进村，我们将村中各个巷道堵

塞，要求全部村民上二楼暂避。”着母

旧组党支部书记李永明说，为了全组

156 户人员安全，干部包片到户，确保

野象进村期间群众待在家里。

听说野象即将进村，着母旧组村

民杨云芬难掩兴奋：“以前没见过，好

奇！”当晚，一家人躲在二楼暂避，目

睹野象穿村而过。“别看它们好几吨

重，走路没有一点声音，想想还是后

怕。”野象离开的次日，杨云芬发现自

家两亩甘蔗被破坏得不轻。听说政

府会依法给予补偿，她又放宽了心。

确认野象离开着母旧组后，李永

明长出一口气：“人千万不要有事。”

经验对野象监测预警工作非常

重要。实际上，这是一场接力守护。

属地政府会根据象群移动方向，早早

赶赴上一个点学习处置经验。当象

群进入玉溪市红塔区时，昆明市、晋

宁区两级监测、预警团队就赶赴红塔

区开始跟班学习。随着独象离群活

动，玉溪市易门县，昆明市安宁市、晋

宁区等多地同时开展监测。

5 月 27 日晚，当家家户户门窗紧

闭、暂不开灯时，玉溪市峨山县双江

街道石泉社区办公楼的灯却亮了一

个通宵。

“大象休息，我们才敢稍微喘口

气。”石泉社区党总支书记许红丽说，

“晚上 9 点多接到通知，说大象会去

隔壁登云社区，我们马上赶到交界

区域，劝退要出村的行人、车辆；晚上

10 点半大象往登云社区回龙村走，

我们又赶到交界的下金鸭村。”

“ 关 灯 关 门 、不 要 出 门 、不 要 围

观、把狗牵好”……从对亚洲象一无

所知，到意识到亚洲象的危险性，石

泉社区的村民迅速记住、运用防范手

段，保护了人身安全。亚洲象在石泉

社区待了不到 3 天，许红丽两天两夜

没合眼，“虽然累，但是值。对我们来

说，保护好村民、不发生人象冲突，也

是守护好象群。”

图①：6 月 12 日，在昆明市晋宁

区夕阳彝族乡拍摄的离群独象。

图②：监测人员操作无人机对象

群进行跟踪观测。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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