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亚洲象几

乎没有天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生存就

很容易——意外受伤、感染疾病，都可能危

及亚洲象的生命。为了保护它们，在云南，

人类长期监测象群的生存情况并在它们需

要时及时提供救助。

峡谷幽深，雨林茂密，亚洲象雄浑的叫

声不时回荡在西双版纳野象谷，中国云南

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便坐落其间。

精心救助遇困亚洲象

见到“羊妞”的时候，它正在享用“点

心”——胡萝卜。照料“羊妞”的工作人员陈

继铭告诉记者，像这样的胡萝卜，“羊妞”一天

要吃 10公斤。

“羊妞”是一头身高 1.8 米、体重 1.3 吨

的母象。 2015 年 8 月，一头尚未满月的哺

乳期小象脱离象群，跌跌撞撞地闯入了普

洱市思茅港镇的一户村民家中。现场的检

查状况让人担忧：小象因脐带感染，引起腹

腔大面积感染、溃烂，伴有心衰，随时有发

生败血症的风险。

经过精心治疗，小象转危为安。但另一

个难题又来了：小象无奶可吃，营养不良的

小象被救时只有 76 公斤。好心的村民将自

家正在哺乳期的 4 头黑山羊送到救助中心，

用羊奶喂养小象。

“羊年救助、喝羊奶长大，干脆就叫‘羊

妞’吧！”陈继铭说，这就是“羊妞”名字的由

来。再过两个月，“羊妞”就 6 岁了。如今，

“羊妞”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已经从吃奶

为主转向吃草为主。

除了“羊妞”，还有“然然”“平平”等 10头

亚洲象生活在救助中心。每一头被救助的野

象背后，都有各自的故事：有脱群的乳象，有

打架受伤或被攻击致伤的成年象……在救助

人员的帮助下，它们重获新生。

帮大象适应野外环境

清理粪便、投喂食物、体检记录、洗澡

观察……11 头亚洲象的饮食起居均由救

助中心的 27 位工作人员负责。为了照顾

好亚洲象，救助中心工作人员每天和象在

一起的时间超过 10 个小时。

2008 年成立以来，中国云南亚洲象种

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积极开展亚洲象野外救

护与救助、辅助象繁育研究等工作，迄今已

经有 24 头野生亚洲象成功受到救助。

除了饮食起居和康复治疗，救助中心

工作人员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对大象

进行野外训练。“大 象 有 很 多 生 存 技 能 是

人类无法教会的，只有在野外才能习得。”

26 岁的周方易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态

学专业。作为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他每天

要带身体状况较好的野象深入森林，进行

不少于 6 小时的野化训练，让大象恢复在

野外寻找、分辨食物的能力，适应野外的

环境，从而使公象能单独生存下来，母象

能够成功融入象群。

开展亚洲象救助的同时，救助中心还

不断在亚洲象种群繁育上下功夫。近年

来，救助中心在亚洲象繁育技术方面有了

极大提高，已成功辅助大象繁育出 9 头小

象，成活率 100%。其中一头小象出生后仅

用时 5 分钟便能站立，打破了全国新生小象

站立时间最快的纪录。

多方守护，种群数量平
稳恢复、逐渐增加

救助中心的工作是云南守护野生亚洲

象种群的一个缩影。2020 年 10 月 17 日，在

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一头刚出生的小象

和象群走散，掉入一个方形池子。在当地

亚洲象监测员与林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合

力帮助下，小象被救出。亚洲象监测员将

小象带到野象活动区域，使其回归象群。

近 30 年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

由 150 头左右增长至 300 头左右。这背后，

离不开人类的守护和救助。

为亚洲象建立食物源基地，降低大象

对庄稼的依赖，减少其闯入人类生活区的

情 况 ；推 进 监 测 预 警 和 应 急 处 置 体 系 建

设，综合运用人工跟踪、定点设备和无人

机等手段进行实时监测，向分布区群众实

时发布亚洲象活动信息，提示群众避让亚

洲象……为了减少野象伤人事件，当地党

委政府想了很多办法。而野象肇事补偿制

度和“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的探

索，尽可能减少了群众的财产损失。

“据观测，基本上每个象群里都有小象

活动的痕迹。”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护局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贤明

说，我国野生亚洲象数量已经进入平稳恢

复、逐渐增加阶段。

近30年来，云南野生亚洲象从150头左右增加到300头左右

救助亚洲象 一直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李茂颖 叶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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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亚洲象是亚洲最大的陆
生动物，但它们的生存也会
面临意外受伤、感染疾病等
风险。为了保护好亚洲象，
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
救助中心开展了大量科学细
致、富有成效的工作。

经多方努力，近 30 年
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
量由 150头左右增长至 300
头左右，我国野生亚洲象数
量进入平稳恢复、逐渐增加
阶段。

近期，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北

移的新闻，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亚洲象北移

途中，工作人员的精心守护，沿途群众的动物保

护意识，大象簇拥着小象抱团睡觉的动人画面，

都深深打动了人们。亚洲象北移途中的一幕幕

情景，成为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

范例。

这次象群北移路线几乎跨越半个云南，各

方全力以赴、合力保护。各地各部门采取柔性

措施，沿途护送象群，做好人员疏散，确保人象

安全。通过隔离围挡、投喂象食等方式，引导象

群避开村镇、城市人口密集区。对北移亚洲象

造成的群众经济损失，云南已启动野生动物肇

事公众责任保险定损赔付工作。村民们为野象

准备了一车又一车的玉米、菠萝等食物。监测

预 警 人 员 航 拍 大 象 时 ，把 无 人 机 高 度 保 持 在

100 米以上，尽可能减少对象群的打扰。从一

个个细节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态保护意识

和能力日益增强。

近年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建立了

西双版纳等 11 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4253 平

方公里，有效保障了亚洲象核心种群及关键栖

息地的安全。在亚洲象分布区大力实施天然林

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

程。同时，严厉打击盗猎和非法贸易。近 30 年

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150 头左右增

长到目前的 300 头左右；上世纪 90 年代，亚洲象

分布于云南 2 个州市、3 个县区、14 个乡镇，截至

去年底，长期活动范围扩大到 3 个州市、12 个县

市区、55 个乡镇。亚洲象种群扩散，是我国生

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体现。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首批缔约国和积极履约者，中国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加快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步伐，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公

众意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已建成

各类自然保护地 1.18 万处，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

统类型、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从大熊猫到海南长臂猿，从

朱鹮到藏羚羊，经过持续努力，许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上升，生

存状况不断改善。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时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

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

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中

国将于今年 10 月在云南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既是昆明大会的主题，也

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寄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中国故事，将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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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工作人员为小象体检。

图②：为亚洲象检查口腔。

西双版纳野象谷供图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 21 年来，取得显

著成效。延绵千里的绿色屏障如同一道绿色长

城，保护着京津等地生态环境。

绿进沙退 生态改善

来到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四五道岭生态

景区，只见樟子松、小叶杨郁郁葱葱，一直延伸

至远处。绿叶、蓝天、白云融入金色的晨曦中，

令人陶醉。

“我不用美颜、不开滤镜，上传的短视频都

是‘纯天然’的。”生态景区护林员段二毛边巡视

林地，边拍摄路边的花花草草。

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属于典型的

农牧交错带。曾经，由于过度放牧等影响，当地

生态环境恶劣：“年年春夏旱，十井九口干。”

如今，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生态工

程的推进，右玉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不只是右玉，北方多地的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山西省在毛乌素沙地东缘地带形成长 147
公里、横跨 3 个县区的防护林体系。河北和内

蒙 古 的 交 界 建 成 13 万 多 公 顷 的 防 风 固 沙 林

带，初步形成了阻挡风沙的生态屏障。北京市

完成平原百万亩造林绿化，形成了城市青山环

抱、周边森林环绕的生态格局。北京市山区森

林覆盖率达到 58.8%，比 2000 年增加 19 个百分

点 ，京 津 风 沙 源 治 理 工 程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90%
以上。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0 年，国

家启动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建设

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5 省份

75 个县（旗、市、区）。2013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

二期工程启动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

20 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 902.9 万公顷，工程

固沙 5.1 万公顷，草地治理 979.7 万公顷，退化林

分改造 8.1 万公顷。

据统计，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0.59%提高到如今的 18.67%，综合植被盖度由 39.8%提高到

45.5%；沙化土地明显减少，流动沙地面积减少 10.29 万公顷，

降幅达 30.68%。

延绵千里的绿色屏障，堵截、削减、迟滞风沙效果明显。

“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形成了保护京津的绿色屏障，起到了显著

的‘堵沙源、涵水源’作用。”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副司长

胡培兴表示，治理区内的小气候明显改善，降雨量明显增加，

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

发展产业 增收富民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天漠”景区，游客络绎不

绝。这里距北京仅 90 公里，是一片面积 1300 亩的沙漠，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沙漠公园。

当地 63 岁的村民陆桂德，种了几亩葡萄。沙漠公园建立

后，他搞起了采摘，还向当地民宿业主提供农产品，每年纯收

入几万元。6000 多户农户从沙漠公园的发展中受益。

“沙漠景观是一种资源，可以造福当地群众。”胡培兴表

示，我国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通过植树造

林、覆灌种草，修复沙区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质增效。比如利用部分沙漠景观

来发展旅游业，就是很好的增收富民工程。如

今全国已经建立 125 个国家沙漠公园，取得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好效果。

在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后黑龙庙村，由

19 户农户参与建设的民宿，采用“企业+村集

体+农户”模式，打造成了网红民宿。

“有了生态基础才能搞好民宿。”民宿负责

人张海超介绍，通过多年绿化治沙，这里成了

鸟语花香之地。参与农户由过去的年入万元

左右，提高到如今的 20 多万元，充分享受到了

生态红利。

在打造生态林的同时，治理区群众发展各

具特色的经济林。“在大同市规模化发展杏产

业，朔州市由于无霜期太短，更适合发展沙棘

产业。”山西省林草局总工程师刘增光说。

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大力发展特色林果、林

下种养、生态旅游等产业，拓宽了农民增收致

富门路，初步实现了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良

性互动。在张家口市，目前林果基地总规模达

430 万亩，林果企业达到 90 家，林业产业总产值

达到近 80 亿元。全市 1/3 的农户与林果业生产

有关，600 多个村 54 万人主要依靠林果业实现

脱贫致富。

京津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改善，不仅减轻

了风沙危害，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使区域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保持在

25%左右。

久久为功 志在长远

在京津风沙源治理区采访，记者深切感受

到，如今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局面

来之不易。

在山西右玉，70 多年来，党委和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

张蓝图绘到底，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靠着

“一张铁锹两只手，咬定绿化不放松”的劲头，硬是把昔日的不

毛之地变成了如今的塞上绿洲。

在北京延庆，党员干部不畏艰苦带头植绿。“都铆着一股

劲儿干，就是为了把石头山变绿。”北京市延庆区园林绿化局

林业科科长罗海莲说。

在河北张家口，大家齐心协力建设防风林带。“在党建引

领下，‘山同脉、水同源、人同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努力拼搏。”

张家口市林草局局长武云峰表示，张家口市近年来共植树造

林 2300 多万亩，建立 3 条防风林带，达到了涵水源、治沙源、防

风沙的目标。

“植树造林、防沙治沙成效显著。”胡培兴表示，艰苦奋斗，

久久为功，志在长远，一定能够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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