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隼飞向蓝天、兔狲奔向山林、蒙新河

狸潜入水下……不少曾经受伤、受困的野生

动 物 ，在 一 群 年 轻 人 的 帮 助 下 ，再 次 回 归

自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新疆阿

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参与到阿尔泰山野

生 动 物 栖 息 地 修 复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等 工

作中。

栖息地修复：

为濒临灭绝的蒙新河狸

开办“食堂”

沿着乌伦古河沿岸前行 ，突然 ，一只野

兔 蹿 了 出 来 ，迅 速 消 失 在 前 方 一 片 灌 木 丛

中，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一只落单的小鸟

被野兔和落雪的动静惊扰，扑棱棱飞向了远

处……不知不觉，记者一行竟陷入了一人多

高的灌木柳的包围中，在挂着雾凇的枝条掩

映下，偶尔可以遇到长着两颗硕大板牙、身

体圆滚滚、尾巴扁扁的蒙新河狸—这里是

“河狸食堂”。

“现在，有超过 750 只蒙新河狸生活在乌

伦古河沿岸。”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会

长初雯雯介绍，蒙新河狸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数 量 非 常 稀 少 。“ 一 个 种 群 如 果 数 量 过

少，就可能因为近亲繁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

灭绝。”

读研期间的一个寒假，当 1994 年出生的

初雯雯看到一窝河狸在大雪中失去生命时，

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做点什么吧！2018 年，

初雯雯回到家乡，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最 紧 要 的 任 务 就 是 把 蒙 新 河 狸 从 物 种

灭绝的悬崖边上拉回来。为啥会濒临灭绝？

协会成员设计了一份蒙新河狸生境因子调

查表，开始对乌伦古河流域每一个河狸家族

的探访，后来发现，制约河狸种群发展最主

要的原因是缺乏能够提升食物资源的栖息

地面积。因为常年流水冲刷，河岸边土壤所

剩无几，土质沙化，天然灌木植被群落逐渐

退化，河狸失去了家园。

“也就是说 ，挑选乌伦古河流域中适宜

河狸生存的地方，种下足够多的树，就能为

河狸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初雯雯说，当时经

过测算，需要种下大概 41 万棵灌木柳。

“河狸食堂”公益项目上线了，协会的年

轻人扛着帐篷、拎着水桶和铁锹，带着网友

们几块、几十块凑钱买的灌木柳枝条，在河

边 扎 营 ，白 天 种 树 ，晚 上 发 微 博 给 网 友“ 汇

报”工作进展。为了省钱，初雯雯学会了开

拖拉机，自己翻地。

结果 ，第一年种下的树 ，活下来的并不

多。初雯雯找到母校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

们帮忙，林学、环境学、土壤学、微生物学的

老师们组织起“乌伦古河流域灌木柳种植问

题专家会诊”，一一攻破难题，制定方案。

第二年，在一声声“活了！活了！”的欢

呼声中，一群皮肤晒得黢黑的年轻人激动得

又叫又跳—那年，他们种下的灌木柳成活

率达到了 70%。随着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

目前他们种下的灌木柳树苗已经超过 100 万

棵，早已突破了当初定下的目标。

随着栖息地不断扩大，有了更适宜的生

活环境，河狸宝宝出生了。2021 年初，第三

次河狸全种群调查工作的最后一天，乌伦古

河畔雪花飞舞，气温低至零下 38 摄氏度，协

会的年轻人们在大腿深的积雪中艰难前行，

到达一处深埋在雪包中的河狸窝后，大家分

散开，拍摄、测量、记录。当几人的数据凑在

一 起 时 ，风 雪 中 爆 发 出 了 一 阵 巨 大 的 欢 呼

声，大家拥抱在一起大喊：“我们的付出是有

效的！”

2024 年初一次调查显示，蒙新河狸的数

量 较“ 河 狸 食 堂 ”项 目 开 展 前 增 加 了 50%。

“当种群恢复到一定数量之后，我们就不会

再 过 多 进 行 人 为 干 涉 了 ，把 它 们 交 给 自 然

吧，它们会按照自然法则去繁衍、生长。”初

雯雯说。

动物救助：

让更多人有机会成为自

然保护者

随着工作人员打开野放箱，一只红隼展

开 翅 膀 冲 了 出 去 ，落 在 十 几 米 远 的 岩 石 旁

边，仔细观察确认没有危险后，展翅飞向远

方。记者到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野生

动物救助中心时，刚好赶上一只红隼完成了

野放训练与评估后被放归自然。

“为了让受救助的动物更好回归自然 ，

要想办法不让动物对我们产生感情。”协会

成员李晓云说，为此工作人员戴着禽类外形

的橡胶套，有时还要穿上伪装服喂食；或者

趁动物们不注意将食物藏在活动区，让它们

自己寻找。伤愈后，还要做野放训练，救助

中心建起了禽类和兽类野放训练区，训练被

救助动物的捕猎能力，让它们最终达到野放

条件。

协会工作区有一柜子的动物档案，包括

救助接受表、体检表、喂养护理记录、野放训

练 与 评 估 和 野 放 记 录—2023 年 底 救 助 中

心建立以来，有近 500 只受伤、受困的野生动

物在这里得到救助。

白天能看到中华秋沙鸭、鸬鹚等水鸟觅

食，晚上能看到赤狐到河边活动，以及河狸

的 日 常 活 动 — 这 一 切 都 发 生 在“ 河 狸 直

播”里，野生动物们不知道，三个白色大圆球

一样的摄像头后面，是大量的爱心人士在关

心关注着它们。

直播中，镜头会随着画面里出现的每只

动物游走移动，会把画面放大，让动物处于

居中位置。当动物潜入水下或飞走后，镜头

又会拉远等待下一只动物出现，等待过程中

镜 头 还 会 转 动 ，从 不 同 角 度 向 观 众 展 示 大

自然。

一 套 普 通 的 直 播 设 备 ，是 如 何 实 现 多

样化功能的？答案就在自然保护公益网友

社 群“ 河 狸 军 团 ”。“ 只 靠 我 们 协 会 十 几 个

人 ，哪 里 干 得 了 这 么 多 事 ！”协 会 成 员 刘 欢

欣说，仅“河狸直播”就有近 300 名志愿者在

后方支持：一小时一班，大家根据自己的空

闲时间认领值班时间，在终端控制摄像头，

给 观 众 呈 现 最 好 的 画 面 ，同 时 记 录 出 现 的

野 生 动 物 以 及 它 们 的 行 为 ，为 后 期 的 科 研

提供数据。

“过去几年 ，我们每天都收到上百条留

言希望来参加自然保护工作。其实自然保

护工作门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既有专业

的内容，也有日常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想着

发动更多的力量，让更多人有机会成为自然

保护者。”初雯雯介绍。

网友想守护河狸但是距离太远，而河狸

生活的地方附近有牧民，于是网友就和牧民

结对。在网友认养河狸后，由牧民替他们养

护并通过照片视频记录进展，网友送饲草给

牧 民 表 示 感 谢 。“ 河 狸 守 护 者 ”项 目 上 线 几

天，就被全部认领完了。

野 生 动 物 受 伤 后 不 能 及 时 送 到 救 助 中

心，会延误治疗，如何让接触野生动物概率

最高的牧民能迅速联系到救助中心？协会

制作一批帆布袋、金属盆、围裙、帽子，印上

专门设计的河狸保护标识和联系方式，送给

牧民。牧民在生活中天天接触这些物件，遇

到受伤的动物就能想到找救助中心。

为了让更多人能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协

会还联合北京林业大学等各方力量利用救

助中心开设了自然保护专业志愿者启蒙课

堂。“我们每年培养一些人，就能为更多自然

保护机构输送新鲜血液。”初雯雯说，目前学

员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专业自然保护工作

的有近七成。

还有更多年轻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

时间出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份自然保

护事业，据互联网公益平台统计，自然保护公

益网友社群“河狸军团”人数已超过百万人。

接力守护：

因为热爱，梦想在这里

开花

从早晨睁开眼睛开始，协会的这群年轻

人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喂奶、切肉、体检、治

疗、评估、野放……这只是日常工作。为接回

受伤的动物，一走就是上百公里；野外调查风

餐露宿，迎风冒雪，夏天还要被蚊子“围攻”。

但要说起又脏又累的活，还得是打扫圈舍。

河狸舍是长 3 米左右、宽 2 米左右、水深

1.5 米 左 右 的 水 泥 池 ，水 中 有 河 狸 在 沙 土 区

活动后带下去的泥土、啃咬过的树枝、排泄

的粪便，以及自然生长的青苔。一池清水，3
天就变成了浑浊的绿色。打开池底的排水

口，放走大部分水，但是沉积在池底的杂物

只 能 装 进 水 桶 提 出 来 ，用 皮 卡 车 送 到 垃 圾

站，一不小心就被脏水溅一身。这还不算，

还得用刷子仔细刷干净四壁和池底，再用水

冲洗干净。

即 便 如 此 ，工 作 人 员 仍 然 乐 在 其 中 。

“看！彩虹！”正拿着水管冲洗的协会工作人

员郑方玲惊喜地喊出声，原来水管中喷出的

水在太阳下形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几个女

孩凑过来看，满是喜悦。

拿着不算高的薪资 ，干着这样的脏活、

累活，更不用说还经常受伤，初雯雯的鼻子

被 猞 猁 爪 子 划 破 过 ，李 晓 云 的 手 指 被 兔 狲

差 点 咬 断 ，至 今 不 能 正 常 弯 曲 …… 但 是 记

者在这群年轻人脸上看到的却是开心和满

足—这都源于热爱。

李晓云是协会里为数不多的 80 后，一直

从事和动物相关的工作，来协会之前在阿勒

泰市开着一家宠物店，初雯雯常送受伤的野

生动物去店里治疗。关掉宠物店之后，李晓

云加入了协会。

90 后马驰，读研究生时经导师介绍，在

协会的帮助下做调查，之后再没有离开过这

个领域，连回家探亲都挂念着野生动物。

95 后高雨婷，从小喜欢动物，高考完填

报了动物医学专业，大学期间就一直关注这

个协会，毕业后来到这里上班。只有 3 天大

就失去妈妈的北山羊“壮壮”被送到救助中

心后，高雨婷每两小时就得给它喂一次奶，

累得走路都头晕。

90 后刘欢欣，在广东工作期间就认养过

3 窝河狸，做过 3 年“河狸直播”志愿者，在值

班做直播的时候，用了一个月时间，整理出

《河狸直播常见物种识别手册》《河狸行为识

别手册》《河狸直播志愿者操作手册》，后来

干脆辞职正式加入了这个团队。

…………

“因为热爱，梦想在这里开出了花！”初

雯雯说，“我们就像一根根羽毛，每一根看起

来都轻盈得好像微不足道，但当我们紧密地

排布在一起，就组成了一双翅膀。”

图①：初雯雯（右一）和工作人员一起

在地里劳作。 方通简摄   
图②：工作人员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

        刘欢欣摄  

图③：生机勃勃的乌伦古河。

初雯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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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栖息地，帮助受困的野生动物回归自然，这群年轻人——

守护阿勒泰多样之美
本报记者   李亚楠

■■青春派青春派R ■青春之声R

■青春日记R

10 月 30 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

船发射升空。点赞、比心、敬礼、飞

吻，出征前，90 后航天员宋令东、王

浩泽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表现，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 可 上 九 天 揽 月 ，可 下 五 洋 捉

鳖”，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中，两

名 90 后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在他们身上，让人看到通过努力梦

想皆可实现的无限可能。

从孜孜求学的乡村少年，到奋

飞海天的飞行员，再到逐梦太空的

航天员，宋令东始终相信：“只要有

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就

能抵达梦想的彼岸。”而作为我国首

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毕

业后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从事火箭

发动机预研工作。尽管背景履历并

不相同，两人最终还是“太空相见”。

时代的飞速发展为当代青年奋斗圆

梦提供了无限可能。当前，青年人

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更广阔的国

际视野、更充盈的文化自信，能够更

好地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要结合起

来，施展抱负、展现才华。

奋斗圆梦，不是轻轻松松就能

实 现 的 ，还 需 涵 养 厚 积 薄 发 的 定

力。为了实现人工合成淀粉“0 到

1”的突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

物技术研究所人工合成淀粉项目

经理蔡韬和团队成员一做实验就

是 3 年，光是实验记录就摞了半人

高；中山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猛带

领团队潜心开展基础研究多年，首

次发现液氮温区镍氧化物超导体，

这是我国在全球率先发现的全新高温超导体系。青年人志

存高远，往往愿意做先行先试、创新突破的工作。但越是开

创性的事业，越需要前期长时间的投入和积累，才能迸发出

厚积薄发的力量。在快节奏的时代，广大青年更需要摒弃

急功近利的“速成式”心理，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一步

一个脚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持续深耕。在“山重水复疑无

路”之时，再坚持一下、再往前一步，便能迎来“柳暗花明”。

奋斗圆梦，还需砥砺前行、迎难而上的勇气。顺风，固然

能借势而起；逆风，若是能顶住压力，亦能“翻盘”。作为第三

批航天员，宋令东需要完成基础理论学习、体质训练、航天环

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学习等众多科目任务。

面对一时的落后，他自问：“从天空到太空，一字之差，究竟差

在哪一步？”他改变自己的节奏，让自己慢下来、稳下来、静下

来，各项训练成绩稳步提升。面对一时的不如意，与其陷入自

我怀疑和内耗，不如客观理性加以分析，是自身知识、能力不

足，还是欠缺经验、历练，再有针对性地补足短板，通过一件又

一件具体而微的事，见证自己点滴的进步和改变。

支持青年人奋斗圆梦，还需要更多宽容和信任。青年是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

困惑和迷茫。鼓励更多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立大志、明大德、

成大才、担大任，需要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宽容友好的环境，为

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更大限度激发青年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试错、容错、纠错，让他们在新

赛道、新领域打开思路、放开手脚。

希望寄予青年，未来属于青年。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接过历

史的接力棒，脚踏实地、奋发有为，梦想的星辰大海便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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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花卉产业大省，然而，传统的鲜花交易多是线下交

易、多级交易，过一道中间商，可能就加价两三成，损耗也要多

出不少。多级交易、层层加价，导致花店买花贵；先剪花、后卖

花的交易方式，令花农议价能力弱。

如何让老百姓买花便宜，花农也能多挣钱？我和一群 80
后、90 后伙伴一合计，“互联网+花卉”创业在云南昆明有着特

别的优势—种植、交易、物流产业链集聚，通过花农、花店直

接在线交易，花农先卖后采，收入增加、时间缩短、损耗降低，

可以实现“让花农多赚点，让花店节约点”。

想法有了，真正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搭建线上交易平

台不难，难的是吸引花农和花店来到平台交易。刚起步时，一

天的订单量只有个位数，愿意供货的花农也少之又少，为了让

用户到平台交易，我们团队自己去线下花卉交易市场采购鲜

花，再发给各个花店。这种忙碌一整天却仍入不敷出的日子

持续了大半年，才让平台的“人气”逐渐旺起来。

在创业过程中，我意识到，年轻人创业要坚持长期耕耘。

单纯靠价格低，或许能吸引一批用户，但只有综合性价比高才

能留住用户。“种花不容易，抽检不合格就不卖，多浪费啊！”一

开始，不少花农对平台抽检很抵触。为了帮花农提升管理水

平，我们在田里连续蹲守几个月，跟花农一道琢磨种植技术。

鲜花品质有了保障，买卖更容易了，花农不仅抱怨少了，还主

动要求抽检：“我种的花你放心检！”

不只是我们，很多从事花卉行业的年轻人也在发力。云

南是中国鲜花产业的重要市场，一群年轻的鲜花主播从五湖

四海聚到昆明，00 后新农人也陆续上岗，有的当地年轻人大

学毕业就回到了花田，以更科学的方式种花、交易成为他们对

自己的要求。

我们一边开设网络课程教花店如何运营，一边跟农资公

司合作，引导花农科学种植，用汗水浇灌出一路芬芳。短短三

四年，我们的鲜花交易平台就吸引了上万家花农、十几万家花

店在线交易，帮助上万鲜花种植户增收致富。如今，大量花店

花农在我们平台交易，让我们对推动本地鲜花产业发展有了

更大动力。我们要坚持耐心和细心，不骄不躁、长期耕耘，让

鲜花给越来越多人带去芬芳。

（作者为云南花伍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本报记者杨文明

采访整理）

“让花农多赚点，

让花店节约点”
张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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