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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哀牢山，古树遮天。遇上阴雨，群峰

时常隐身于云雾间。哀牢山地处云贵高原、

横断山和青藏高原南缘结合部，这里有全国

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山脉中北

段的上部，就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星夜，记者赶赴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者竜乡。那是今年 3 月 21 日。次

日，记者便跟随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

平管护局巡护员进山，参与西黑冠长臂猿种

群数量调查。

长臂猿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广西、海

南 等 省 份 ，为 国 家 一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 从 个 体 数 量 上 说 ，我 国 长 臂 猿 有 八 成

以 上 是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其 种 群 集 中 分 布 在

滇中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无量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 在 新 平 县 ，西 黑 冠 长

臂猿主要集中分布在水塘镇、戛洒镇、者竜

乡 三 地 ，此 次 哀 牢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新

平 片 区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监 测 调 查 ，也 分 别 在

这 3 个区域开展。

记者前往的者竜乡片区共设 37 个听点，

每个听点调查周期为 3 天。调查计划自 2022
年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15 日，然后还要完成种群

数量、分布数据整理分析，确定群体数量与位

置，以便为西黑冠长臂猿今后的保护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为期一个半

月，但今年 3 月云南下雨的天数比往年同期要

多。一旦进入雨季，山路难行尚且可以克服，

但山路湿滑还将导致受伤的风险大增；特别

是在核心区内，避雨、取暖都可能面临巨大的

困难。

第一日：赶赴马鹿场

在者竜乡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晚，第二天

上午 10 点，记者步行前往者竜管护站，和护林

员集合。

此次进山，有新平管护局护林员李林国同

行，5 年前记者曾采访过他。加上本地护林员

钟应兴、张贵昌、李忠华、李富勇，我们一行人

计划 3 月 22 日中午抵达保护区核心区外围的

马鹿场哨所吃午饭，4 小时后抵达杨吉利山宿

营地，开展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

上山前，李忠华递给记者一根木棍：“用

得上”。上山后才明白，登山棍确实是进山必

备装备——无树的陡坡，帮忙攀爬；河畔陡

崖，防止落水或者滚下山去。

下午 1 点多，一行人正式从马鹿场哨所出

发。一路上，鼯鼠、麂子的叫声若隐若现，野

猪、熊的踪迹也是到处可见。

一路上时雨时晴，李林国的表情越来越

严肃：一旦下雨，此行将充满变数。隔一段路

程，他就会让大家歇脚。他选的歇脚点，既可

以喝几口在哨所灌上的茶水，也有手机信号

能跟外界联系。

下午 5 点，远远看到一个白色防水布搭建

的棚子——这就是我们今夜的住处了。大伙

儿一个没闲着：铺防潮垫、取柴、做饭。下午 6
点，我们围坐在营地前的桌子上吃饭——说

是桌子，其实就是块木头，用砍刀砍平，原木

充当椅子。李忠华手里的砍刀，不仅用来开

路、剁肉、切菜，甚至还可以做桌子、削筷子。

这一晚睡得并不好。半夜下起了淅淅沥沥

的小雨，虽然防雨布没漏水，可是大家呼出的水

汽凝结在防雨布上，外面雨一冲击，小水珠被打

散成水雾，落在脸上，时不时把人冰醒。

第二日：雨中等待

一早醒来，仍在下雨，上山调查的计划只

好取消。

其实，这次李林国是临时被抽调来者竜乡

片区参与种群调查的。他自己的辖区在哀牢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茶马古道。为

了知道西黑冠长臂猿家庭结构、关系如何，

2010 年，他和两名同事开始在专家指导下开展

西黑冠长臂猿“习惯化”观测——通俗地说，就

是靠近西黑冠长臂猿所在的树，近距离观察它

们的行为。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生 活 在 树 冠 层 ，生 性 警

觉。保护区有的工作人员，工作 20 多年只见

过一次西黑冠长臂猿。“但大家都知道哪里有

西黑冠长臂猿，它们独特的叫声可以传到两

公里外。雄猿领唱、雌猿跟唱，幼猿会附和两

句。通过叫声，能大概判断这个西黑冠长臂

猿家庭的构成。”李林国说。

“习惯化”监测也是从寻找猿啼开始的。

为了追猿，李林国和同事凌晨 4 点就要起床，6
点前要赶到山顶，根据猿啼去找猿、追猿。晚

上回到观测站往往已经 9 点。

李林国和西黑冠长臂猿“小新”一家的第

一次见面，只持续了两分钟。他兴奋得第一

时间找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向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报告。花了近

两年时间，李林国和同事终于实现了对“小

新”一家的“习惯化”观测。

一整天，雨时断时续，直到天亮，依然时

下时停。

第三日：听声寻猿

24 日早晨不到 7 点半，一行人冒雨抵达

杨吉利山听点，尝试通过“听猿”调查附近西

黑冠长臂猿家庭数量。

听点选择很有讲究：最好选择眼前开阔的

山梁，那样声音不容易被阻碍；如果听点数量

多、工作量大，难以在雨季来临前完成种群调

查；听点太少，又很可能出现统计遗漏。有了

以前的经验，这次专家和李林国在者竜乡共选

定了 37个听点。

西黑冠长臂猿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群

西黑冠长臂猿的活动半径为 500—1000 米。

如果没有山梁阻碍，猿啼能传两公里远；每支

调查队伍会分为两组，在两个听点同时记录

猿啼的方位和声音大小，通过三角定位就能

大概确定猿群的位置。500 米内的猿群，除非

同时啼叫，原则上算作一群，从而数出西黑冠

长臂猿的群数。为了避免西黑冠长臂猿偶尔

不叫的情况，每个听点至少要连着听 3 天。如

果有的片区近期有猿群目击记录但是没有听

到猿啼，则要再去补听。

李林国认为，猿啼一是呼唤家庭成员聚

拢——晚上不同西黑冠长臂猿可能会栖息在

不 同 树 上 —— 相 当 于 集 合 号 ；二 是 宣 示 领

地。此外，有些刚成年的西黑冠长臂猿，会通

过啼叫求偶，组建家庭。

一声猿啼隐约传来，李林国和李富勇立

马进入状态，开始记录时间。先是雄猿领唱，

后是雌猿跟唱，远远地传到听点。这次的猿

啼，足足有 8 分钟。

李林国迅速确定猿啼的方位和距离，在

图上标出点位。他比照此前的记录，发现这

群猿此前听到过。李林国说，杨吉利山这个

听点覆盖范围内，第一次调查有 5 群西黑冠长

臂猿，今年这次调查至少听到了 8 群。

李林国说，西黑冠长臂猿的种群数量调

查，采取的是统计家族群再乘以每群西黑冠

长臂猿平均个体数量的方式。一方面，需要

调查人员在听点统计西黑冠长臂猿家庭群数

量，基本准确地统计出一个片区有多少群西

黑冠长臂猿；另一方面，长期观察了解每群大

概有多少只西黑冠长臂猿个体，通过访谈结

合计数等确定一个系数，乘以猿群数便是西

黑冠长臂猿的数量。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西黑

冠长臂猿种群数量采取“多少群、多少只”表

述的缘由。

正式调研，需要从 7 点半听到 11 点半，但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漫长的等待。从听点回营

地的路上，李林国专门上山找到有信号的地

方，跟者竜乡保护站站长李忠文联系，确认未

来仍然有雨，如果继续到白沙河监测很难找

到不潮湿的地方搭建营地，最终决定放弃原

本的监测计划，回马鹿场哨所。

回营地吃过早饭，调查队开始后撤。“这

趟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咱们几个平平安安。”

下山路上，张贵昌话多了起来。常在山里走，

哪怕最优秀的护林员也难免受伤。去年，李

林国巡山时滑倒，恰好被自己的刀划伤，手指

就缝了 5 针。

开路的钟应兴，时不时刷一下竹子、铺垫

下石头；断后的李忠华，时不时拖几根木头搭

桥。过段时间，他们还要继续上山调查西黑

冠长臂猿种群数量。

返回马鹿场哨所，已是中午。记者脱下

湿答答的鞋子，想把它们烤干，才发现裤腿上

沾满了血污，原来被蚂蟥咬了。两日大雨，原

有的土路低洼处淹成了泥塘，车无法开上马

鹿场哨所，大家只能步行下山，直到下午 5 点

才抵达山下最近的村子。

歇 着 脚 ，大 家 聊 起 了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保

护 。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是 这 片 树 林 的“ 伞 护 物

种”，种群数量也反映了森林质量。

根据记录，西黑冠长臂猿在野外的寿命

只有二三十年，且繁殖十分缓慢。栖息地碎

片 化 ，对 西 黑 冠 长 臂 猿 种 群 繁 衍 影 响 格 外

大。李林国说，西黑冠长臂猿繁殖周期长，保

护想要明显见效得花上几十年，“只要开始保

护，就不嫌晚。”

李忠文说，除了栖息地保护、生态廊道修

复，科学有效的监测对西黑冠长臂猿习性的

研究同样重要。此前，李林国曾经尝试用红

外相机拍摄西黑冠长臂猿活动，然而生性警

觉的西黑冠长臂猿只会留个背影给监测人

员。蒋学龙表示：“尽管一些现代科技可以辅

助西黑冠长臂猿习性的研究，但是人工观测

和种群调查依然不可替代。”

临别时，记者把睡袋、雨具和巡护服留给

了他们，他们未来还会需要这些装备。这是

一次难得的采访，也是护林员们的日常。

图①：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李永宁摄（人民视觉）

图②：护林员在保护区内巡逻。

杨艳波摄（人民视觉）

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调查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

探寻，在高山密林深处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本报北京 6 月 8 日电 （记 者顾仲

阳）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统计

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内蒙古自治区、

福建省、河南省、海南省、青海省等五省

份开展森林资源价值核算试点工作。试

点省份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与统计局联

合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

中心、国际竹藤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国民

经济核算司等单位提供试点工作技术支

持，试点工作将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完成。

据介绍，试点工作以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结果为统一底板，依据第九次全

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以及相关林草生态

综合监测数据，对试点省份全域及以地

级市为区域单元开展森林资源价值量核

算，并结合林木资源及生态价值定价、生

态补偿标准制定、生态投融资政策设计、

生态绩效考核、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全面评估森林资源价值核算方法的科学

性、匹配性和操作性。

“这次试点意义十分重大，意味着对

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

值的核算方法从学术研究层面转向了实

践层面。只有确立了科学权威统一的自

然资源价值核算方法，让自然资源及生

态产品能够科学定价，才能真正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才能真正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森林资源价

值核算工作对草原、湿地以及其他自然

资源价值核算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引领

作用，也将对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的推动作

用。”国家林草局科技司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国家统计局工作计划，今年还将启动第四期中国森林草

原资源价值核算工作，进一步完善森林资源价值核算方法，

同时启动草原资源价值核算研究工作。

据了解，2004 年开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

局）与国家统计局连续开展了 3 期中国森林资源价值核算研

究项目，在森林资源价值指标体系选择、评估方法应用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从林地林木资源价值、森林生态服

务价值、森林文化价值 3 个方面构建了定量测算我国森林资

源价值存量、科学反映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和作用及森林文化

价值的核算方法，为构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

碳中和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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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贺勇）记者 8 日从北京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在北京市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中，频

繁记录到一些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有一定指示作用的物种，

标志着近 10 年来，北京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为生

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介绍，2020 年以来，北京市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

底调查工作，了解本底和变化情况，推动做好生物多样性各

项保护工作。 2020—2021 年累计记录各类物种 6283 种。

2021 年，实地记录北京新记录种 17 种，包括苔藓 3 种、维管

植物 1 种、昆虫 3 种、大型真菌 10 种；其中中国新记录种 6
种，全部为大型真菌。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在完成一轮调查工作的基础上，

分析整理相关数据，更全面掌握全市生物多样性情况。

北京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为生物多样性提供良好条件

走进雄安新区，白洋淀碧波荡漾，“千年

秀林”郁郁葱葱，蓝绿交织的景色扮靓了华北

大地。

2020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创新市场化融

资模式，已发放 7.7 亿元中长期贷款支持雄安

新区“千年秀林”建设，以开发性金融的“活水”

浇灌了这里的白蜡、国槐、银杏等林木。

破除瓶颈，开启林业大额融资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自然生

态系统的顶层，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林业

贷款以小额信贷为主，没有大额融资成为制

约林草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瓶颈。

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按照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

设、建立国家储备林制度等要求，助力生态文

明建设。2015 年，国家开发银行与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广西国家储备林项

目建设合作协议》，拉开了金融支持国家林草

建设的序幕。

广西森林覆盖率 62.5%，具有发展国家储

备林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开发银行采用

“短中长周期树种科学搭配”的方式，将速生

树种的短期收益与珍稀树种的长期生态、经

济效益相结合，在实现财务平衡的同时培育

和储备优质森林资源。同时，构建科学造林

模型与标准化管理机制，有力保障了自治区

市场化造林“统一、标准、高效”运营。

创新模式，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在福建武夷山，当地原生性森林植被和

垂直带谱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自然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也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开发

银行 2017 年在南平市率先探索落地的全国

首个 PPP 模式国家储备林项目，为支持建设

武夷山国家公园森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

力量。

福建是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构建

青山环绕、林城相依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离

不开资金保障。国家开发银行把福建作为林

业创新示范区，大力支持森林生态建设和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

不断探索统筹资源、撬动各类资金共同支持

林草建设的有效路径，在福建创新推出全国

首笔“储备林+碳汇”贷款、落地全国首笔“林

票”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绿色发展，发挥

了开发性金融的引领示范作用。

在四川，国家开发银行融资 100 亿元支持

成都公园城市龙泉山生态保护修复暨国家储

备林项目建设，为金融支持生态碳汇和生态

价值转化积累了有益经验。“据测算，项目全

部建成后，将营造高品质森林 56.6 万亩，每年

可吸收二氧化碳约 54 万吨，释放氧气 39 万

吨。”国家开发银行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统筹策划，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国家开发银行因地制宜，从融资支持和

项目策划两端发力，支持建设了一批又一批

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大型生态项目，为各地

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助力。

在安徽，国家开发银行支持金寨县油茶

种植及产业发展，通过综合整治残次林地、

未利用地等开展油茶种植，推动特色林业发

展的同时，带动了村民增收。在山西，国家

开发银行参与谋划整合全省 2300 多个造林

合作社，涉及造林绿化 1200 万亩，带动 14 万

林区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贵州，

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储备林建设带动全省

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支持国家储备林项目 81
个，授信金额 450 亿元，带动 100 余万山区群

众增收致富。

“下一步，国家开发银行将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开发性金融功能作用，

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国家开发银

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开发性金融全面支持林草生态项目

为林草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郭 琳

核心阅读

作为我国最大的原始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
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西黑冠长臂猿种
群的集中分布区之一。今
年春季，本报记者跟随保
护区工作人员参与了西黑
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

■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刘诗瑶、庞革平）今年 6 月

8 日是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暨第十五个“全国海洋宣传

日”，主题是“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

天，海洋日主场活动在广西北海举行。

主场活动上，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三海

洋研究所、中国海油湛江分公司有关专家围绕海洋生态系

统保护进行了访谈，向社会公众普及了红树林、珊瑚礁等海

洋生态知识。活动现场还启动了全国大中学生第十一届海

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据介绍，此次主场活动由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自

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北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组织承办，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
宣传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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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张丹峰

近日，一场由广东惠州发起，赣深高铁沿线深圳、东莞、

惠州、河源、赣州安远五城联动的公益“捡跑”活动拉开帷

幕。“垃圾不落地，惠州更美丽”……在惠州红花湖边，志愿者

们一边捡跑，一边喊出响亮口号，号召市民参与进来。

跑步过程中，志愿者们将烟头、包装袋、矿泉水瓶等捡

起，放进垃圾袋……还有志愿者腰上别着小喇叭，边跑边播

放宣传语。一位志愿者说，捡跑集公益与健身为一体，不仅

有利于改善环境卫生，还有益身心健康。

“捡跑”活动也在更大范围传播着。这个 6 月，深圳市以

“星火相传 饮水思源”为主题，组织开展六五环境日东深纪

念园夏季行和捡跑活动；东莞市以“环保有你·日常小行动

降碳大作为”作为捡跑活动主题，开展六五环境日保护东江

捡跑活动；河源市举办“我捡跑，我文明，共建美丽河源”实践

活动；赣州安远县的捡跑活动也同步举行。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保护环境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只有大家行动起来，参与进来，才能让天更蓝、草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美。

五城联动，公益“捡跑”

捡出文明 跑出精彩
本报记者 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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