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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从家里出发，驱车一个
半小时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二道
关村。放下行囊，尽收眼底的是
峰峦叠翠，层林尽染。走出民宿
宽敞的院落，环顾四周，南来北
往的车辆，漫步在村头巷尾的人
群，也都成为这里的风景。

坐落在一条山沟里的二道关
村，共有 1300 多人，400 多户，
大多数人家都开起了民宿。

8 年前，村里有一户人家把

四合院式的老宅子出租给了一位
刘先生，他兄弟姐妹 6 人，有时
几家人一起来这里休闲度假，体
验田园生活，在院子里的一亩地
上种白菜、萝卜、茄子、黄瓜、
韭菜、西红柿等果蔬，自给自足
绰绰有余。闲下来的时候，到外
面转转，也有不一样的风景，尤
其是秋天，去栗子沟玩耍，一次
能捡到四五斤栗子。如果兴趣来
了，花个把小时，逛完栗子沟，
顺便摘一些枣和梨，坐在一棵大

树下，一边品尝新鲜水果，一边
喝捎带的啤酒，那才叫“倍儿
爽”呢！

一个早晨，天刚刚下过雨，
在村头健身场，我与这位刘先生
不期而遇。他在健身的时候，还
不忘与我分享他在这里住了七八
年的体会。他开心地跟我说，这
里绿色满眼，空气新鲜，享受康
乐。他告诉我，现在村里出租的
院落一般都是近年来新建的房
屋，有的为散租，有的为长租，
长租的居多，租客以北京周边
为主。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民 宿 建 起
来，这个山沟里的小山村越建越
好，越来越漂亮，也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二道关村看民宿
李德金

2021“浙里富春那么乡田”山水艺术
季活动在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梅蓉村开
幕，本次艺术季活动为期3个月，邀请全国
10 个美术学院艺术团队开展公共艺术创
作，《连理相依》《耒耕田肥》等20件作品

点缀在乡村里，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艺
术季还设有主题艺术联展、沉浸式文艺演
出等活动。

图为游客正在观赏田间艺术表演。
同 轩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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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我
被巴金 《海上日出》 的文字所陶醉，
醉得不知归路。

作为川西山里长大的孩子，凯江
日 出 的 壮 观 与 震 撼 ， 我 倒 是 见 识
过了。

一湾凯江从四川绵阳龙门山余脉
之鹿爬山奔腾而来，后汇入涪江，一
路蜿蜒而去。亿万年来，凯江日夜奔
流，在与大山、岩石的一次次冲撞中
慢慢和解，形成蟠龙、双东、瓦店三
个凯江大回湾，水环抱着山，山凝视
着水，相依相偎，吞吐日月星辰，细
数流年。看凯江日出的最佳地，莫过
于双东大回湾了。

凯江绕狮子山形成的双东大回
湾，位于距德阳市区10余公里、中江
县城27公里的旌阳区双东镇。

凯江日出有两绝：一绝菜花全
绽，二绝雨后初晴。为了看凯江日
出，我亦常常早起。春天菜花盛开
时，在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中站立观景
台，风儿捎来浓郁的菜花香，也捎来
早醒的鸟鸣虫吟，微甜的空气变得俏
皮起来，刺激得鼻粘膜痒痒的。东方
天边的云朵最先被撕开一道口子，透
出一缕亮光，那口子不断扩大，如一
根画笔描摹着天空，天空不断变换色
彩，黛色、深蓝、赭石、朱红……凯
江水也跟着学起了川剧变脸，一切都
变得梦幻起来。

天空越来越亮，越来越红，从东
边一直红到西边，天空下的菜花也越
来越明艳。有薄雾从凯江水面升起，
犹如人在地心熬一壶菜花茶。

紧接着，光芒冲破层层积云，刺
破苍穹，如先锋战士，扫开一条大
路，太阳慢慢露出额头、眉毛、眼
睛、鼻子……直到一个红艳艳的大火
球从两山之间全部跳出云层，“半江
瑟瑟半江红”变成了“满江红”。这
时候的太阳很温柔，也不刺眼，柔柔
的光线斜斜投射在菜花上，整座狮子
山成了花的底板，大自然的画师挥毫
泼墨，金黄、乳白、粉红、紫红……
七彩菜花顶着朝阳把大山打扮成了洋
溢着青春气息的姑娘，一切都变得生

动活泼起来。
太阳越升越高，同时升高的还有

气温，花香也越来越浓郁，天上一个
太阳、凯江一个太阳，天上的太阳伴
着云彩，凯江的太阳拥着狮子山和菜
花。鸥鹭翔集，掠过长空，蜜蜂嘤嘤
嗡嗡，忙着酿蜜。好一幅气势磅礴又
不乏柔媚婉约的流动山水画，惹得一
众摄影爱好者不知归路。

如若秋日雨后，凯江日出则是另
一番景象。雾从凯江里、人家屋顶、
狮子山腰慢慢升起，越聚越多，越来
越厚，直到把整座狮子山连带凯江都
密密实实遮盖起来，天空星星零零散
散，眨巴着眼睛，与地面打开延时开
关的手机好奇对视。

乳白的雾是不安分的孩子，在凯
江上、山上奔跑，时而把山水全部覆
盖、时而让山露出一个头来；时而与
天空的云朵媲美、时而与人家屋顶的
炊烟携手……

太阳如浔阳江上的琵琶女，千呼
万唤才红着脸出来，还不忘扯一块云
朵遮羞，那红便迅速传染开去。雾翻
滚着、挣扎着、奔涌着、胶着着……
让人分不清哪儿是云海、哪儿是雾
海，恍惚间甚至忘了太阳究竟是从哪
儿跳出来的。

太阳越升越高，性情也越来越
烈，刚才还任性的雾慢慢收敛起顽
劣，一点点朝山下退去，狮子山也慢
慢露出头、脸、腰，直到和凯江手牵
手全部暴露在太阳底下。一大片一大
片沉甸甸的稻谷抖落露珠，等着随新
农人的收割机颗粒归仓。太阳在凯江
里打一个滚，算是占山为王了。

面对如此蔚为壮观的景色，我的
心情豁然开朗。凯江大回湾的日出，
伴着一滴滴凯江水，占据了我心头一
个重要的位置，久久不能忘怀。

上图：俯瞰凯江河畔葫芦岛。
王 平摄 （人民视觉）

凯江日出
唐雅冰

石多，崖陡，草木丛，此为红日岭
之初印象。红日岭位于湖南省冷水江市
老城区，海拔不到百米，因四周地势较
低，故有拔地摩空之势。山石嶙峋，有
石嵯峨，幽静雅致。山顶有阁，上阁
楼，可观红日，岭为红日岭，阁为红
日阁。

十月苍穹下，草色秋雨中。步入山
脚，有凉风习习，神清气爽。近瞧，一
个天然溶洞，洞口如侧立的莲蓬，顿觉
心安。在山下仰望，山岭峻秀，林木青
翠，云蒸霞蔚。

我们沿着青石阶小路，曲曲折折，
蜿蜒入山。一块块石头层层叠叠，或大
或小，或立或卧，横看侧看各不同。

“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
无奈何。”此刻，你不得不佩服山上这些
树、藤乃至灌木的顽强生命力，它们大
多生长在石头边、崖壁上，很多是在石
缝中生长出来。

但凡有泥土的地方，就有树的影
子。一条条遒劲的树根，或深深扎入石
山中，或裸露在石头上，与石头紧紧相
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岩石上
下，小红花、小黄花、小蓝花，清雅秀
丽，孤傲绽放。树上小鸟啁啾，此起彼
伏，平添了几分热闹。

山路弯弯，曲径通幽。走到半山
腰，绿荫浓密，太阳漏下斑驳的光影。

已是深秋，蝉音远，鸟声近。鸟声
阵阵，从游人头顶的树枝上、林子深处
传来，相互唱和，婉转动听。置身在山
林间，张开鼻腔，深深吸一口气，空气
中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肺。林
下，游人三三两两，或小憩石上，或仰
头观望，或漫步林间。有老人在石桌上
对弈，楚河汉界，你来我往，走马出
车，马鸣炮响，厮杀震天。

暂且歇脚，俯视山下，林海阵阵轻
啸。紫薇花、栾树花在树上开成一片火
红，草菊花和不知名的野花也在树下开
得轰轰烈烈，大有遥相呼应之势。抬
头，更高处的红日阁在林中若隐若现。

拾级而上，眼前突然开阔平整，红
日阁便到了游人的眼前。阁门前的麻石
板上有祥云缭绕和红日高照图案，惟妙
惟肖；柱上刻有狮子，檐上画了兽禽，
顶檐雕有龙凤，神态生动，或立、或
伏，似笑、似嬉；飞檐上的铜铃和彩
灯，相对而视，盘踞阁檐之上，令人顿
觉庄严肃穆。山麓深处，有一座寺庙，
庙建在岩石之下，晨钟暮鼓，古刹生辉。

站在红日阁，极目远眺，小城山环
水绕。远处，青山如黛，雾岚升腾，山
色空蒙。近处，高楼鳞次栉比，资江蜿
蜒西流，“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资水如白练绕城而过。我的目光徜徉在
山下小城的大街小巷，沉醉在小城的烟
火葱茏中。

秋染红日岭
张强勇

“高黎贡，绿色的净土，多少
回白云停在天空，守望你不曾离
去。”传唱在高黎贡山脉两侧的民
歌，记录了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动人
故事。

南连中南半岛，北接青藏高原
的高黎贡山拥有绵长的山脉，完整
的垂直生态系统使得生物在这里富
集。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编撰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 一书，
将高黎贡列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
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都说这里是生命的博物馆。”
高黎贡山的独龙族护林员张敏提及
高黎贡总是充满深情，“这座山我
能爬一辈子，守护着这一座山就够
了。”高黎贡人民对高黎贡山的世
代守护，让这里成为生命的摇篮。

摸清家底，抢救性保护

高黎贡山腾冲段林家铺子，林
木掩映下错落分布着今年刚种下的
大树杜鹃幼苗。

“我们找了大树杜鹃 70多年。”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
管护局腾冲分局副局长段绍忠说，
他对大树杜鹃有着特殊的感情。

1918年，英国生物学家福雷斯
特在高黎贡山的森林中发现了这种
高达 20 多米的杜鹃花，他将其树
干砍倒制成标本，运回了英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世界
上最后一株大树杜鹃。”段绍忠介

绍，为了摸清大树杜鹃的家底，找
回这个高黎贡山的特有物种，中国
科学家深入高黎贡山腹地，开始了
70多年的寻找。

漫长高黎贡，山高路难走。密
林之中找一株鲜花，难度可想而
知。段绍忠坦言：“作为高黎贡
人，我们不能接受杜鹃被运到了国
外，在自己家却再难找到。所以大
家都有这个决心，要把它找回来。”

1982年，在腾冲界内的高黎贡
山腰，一个新的杜鹃王国终于出现
在世人眼前。中国植物学家冯国楣
在这片区域内，发现了 40 多棵大
树杜鹃。

“ 被 列 为 极 危 物 种 的 大 树 杜
鹃，种子比芝麻粒还小，落下树后
在原始森林中很难发芽，加之立地
条件影响，自然更新极为不易。”
段绍忠介绍。

为了“抢救”大树杜鹃，相关
科研机构对大树杜鹃开展了人工繁
育及扩繁技术实验。林家铺子的这
片杜鹃幼苗共 200 株，目前长势良
好；而在 2017 年第一次实验的幼
苗中，存活率达到 60%，4 年间苗
高从25厘米长到了最高60厘米。

在高黎贡山，很多像大树杜鹃
一样的濒危、极危物种得以“抢救”。

同为极小物种的高黎贡山特有
植物保山茜也曾面临生存危机。在
有限分布的百余株保山茜中，科研
人员发现其成年植株周围很难找到
幼苗，自然条件下已经不能正常繁

殖。通过人工培育手段，保山茜也
成功得以近地繁殖，回归野外。

在段绍忠看来，群众的自觉保
护同样是持续性守护的关键。“我
们在林家铺子开设了自然教育基
地，每年都有许多青少年来到这
里，我会带着他们去看野外回归的
试验田，让孩子们从小认识这些物
种，保护我们的家园。”

与时俱进，科学性保护

“过去我们讲保护，往往是把
一座山封起来，任其发展。”云南
省保山市林业和草原局四级调研员
李正波长期从事高黎贡山自然科普
教育，“很多物种可能我们还没发
现就已经灭绝了。”

“除了水和食物，动物的生存
还离不开‘家’。对它们来说，可
能就是个掩蔽之地。所以我们越来
越强调栖息地保护，让它们更有安
全感。”李正波说。

这些结论的得出离不开科学研
究和大量实地监测，科学性保护理
念取代了封闭式保护。

白眉长臂猿是高黎贡山的特有
物种，目前仅剩不到 200 只，雄雌
猿只要确定关系，便会相伴终生。

在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的一个片区，原本住着 5只白
眉长臂猿，一对夫妻带两个孩子，
还有一只孤零零的母猿。而几十公
里之外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住着不少单身公猿，但由于原
本两个保护区之间的森林生态遭到
破坏，两地存在天然屏障。

为了解决生态环境破碎化这一
难题，1996年开始，当地政府将位
于两个保护区之间的国有林确立为
生物走廊带，纳入高黎贡山自然保
护区统一管理。

“通过生物走廊，动物们开始
走亲戚串门了。”保护区管理员娄
必辉介绍，通过红外相机监测，两
个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明显增
强。生物走廊带内的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菲氏叶猴，总体数量从 4 群
130只增长到8群300多只。

“灵长类动物对栖息地的生态
环境要求非常高，是反映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
种群数量变多，说明这里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了。”李正波欣慰地说。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我们百花岭村的村民 ， 从
1995年开始就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了。”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
护协会理事长侯兴忠自豪地说道。

侯兴忠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
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员人
数从当初的 51人增加到现在的 150
多人。“每年我们至少办两次生态
保护培训讲座，让大家认识到守住
这片绿水青山的重要性。”

毁林开荒、破坏树木，曾经突
出的人地矛盾在当地村民的自发劝
导下越来越少。“以前我爱打猎，
如今在政府和协会的号召下，我认
识到要好好保护高黎贡山，现在干
护林员都 20多年了。”傈僳族护林

员蔡芝洪笑着说道。
生态变好了，生活也变好了。

在高黎贡山的另一头，独龙族护林
员张敏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保护了生态，也有了稳
定的收入。”生态护林员的脱贫政
策在这里落地生根，极大改善了当
地百姓的生活。

“刚做护林员的时候，独龙江
这边的路特别不好走，在没通隧道
之前，还会遇到大雪封山半年不通
车的情形。”张敏回忆道。

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
隧道贯通，张敏的巡山护林路也更
为便捷。在隧道所在高黎贡山段，
张敏搭起了高黎贡山独龙江段的第
一个红外线摄像头。

“除了做护林员，我们还种起
了 草 果 ， 农 作 物 都 卖 到 了 山 外
面。”张敏笑着说。

在适度发展林下种植上，独
龙江乡尤为谨慎。独龙江乡乡长
木小龙介绍：“目前我们的草果等
林下种植全部在次生林范围内进
行，且对规模进行控制，绝不允
许在原生林下种植，严守生态保
护的红线。”

“我经常把我读书的故事告诉
女儿。”张敏对自己没念上大学抱
有遗憾，“希望她好好念书，学到
更多知识后，回来继续守护建设我
们的高黎贡山。”

左图：高黎贡山风光。
杜小红摄

上图：高黎贡山下的山村。
艾怀森摄

高黎贡山：生命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沈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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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