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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上表彰了40年来对改革开放做
出过杰出贡献的 100 位模范，并授予
他们“改革先锋”的称号，大多是著
名企业家。其中，只有 1 人来自青
海，而且并非商界人士：他就是可可
西里保护第一人——杰桑·索南达杰。

环 保 人 士 也 能 获 评 “ 改 革 先
锋”？琢磨一番，颇有深意：改革开
放40年，蹚过的地雷阵、涉过的深水
区，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在曾几何时
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年
代，他率先擎起生态保护的大旗，打
响了反盗猎的第一枪，甚至为此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改革先锋的称号，
舍索南达杰而其谁？

如今回看，索南达杰的挺身而
出，不仅体现着主动作为、时不我待
的担当。而且，他还大胆创新工作机
制，推动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
会这一特殊机构。从机构的名称看，
并没有仅仅限定于反盗猎的职能，索
南达杰或许还有对可可西里自然资源
展开综合管理、深入研究的长远构想
——西部工委，不正是后来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雏形吗？

什么是“改革先锋”？有胆气、
有头脑的索南达杰当之无愧——敢干
事、会干事，自己主动闯出一条路。

今年，历经数年的试点建设，三
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园。这个公园不
好建，12 万平方公里，比很多省都
大。横有州县，纵有厅局，保护区林
立，条块分割、政出多门。“九龙治
水”怎么破？三江源搞了个大部门改
革，把林业、环保、国土、水利全整
合到一起，理顺了长江、黄河、澜沧
江各个流域的治理主体，让国家公园

“一块牌子管到底”。
这么改，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

的，是需要担当的，需要用改革创新
的勇气和智慧开出新的局面。

从2017年开始，可可西里已经禁
止一切社会团体或个人开展旅游、穿

越等活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里
是再没有机会涉足的神秘之地。而我
是幸运的，近五年来，先后四上可可
西里采访。每次路过索南达杰烈士纪
念碑，我都满怀敬意地瞻仰英烈。默
立碑前，我找到了一代代可可西里保
护 者 前 赴 后 继 、 无 私 无 畏 的 精 神
源泉。

索南达杰用自己的生命，厚植了
一片英雄辈出、改革创新的沃土，这
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

索南达杰用生命创造了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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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可 西 里 近
三十年的保护行
动 ， 折 射 出 来
的，正是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蹄疾
步稳的脚印。

几 十 年 间 ，
神州大地上，有
许多人像青海的
索 南 达 杰 一 样 ，
用自己的力量守
护着家乡的环境
安全，甚至献出
了 自 己 的 生 命 。
一个人的力量也
许 是 微 不 足 道
的，但由一个人
而团结影响起来
的一群人的力量
则是无穷的。塞
罕 坝 的 护 林 人 、
黑 土 地 的 保 护
人、红树林的修
复人……一代又
一代的中国人为
了生态环境的改
善 而 一 直 在 努
力、在坚守。

工 业 革 命 以
来，地球上的工
业化进程给人类
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物质财富，但
有一个问题一直
在 等 待 我 们 回
答：人在与自然
相处中应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从 最 早 破 坏
自然、一味向自
然 索 取 到 追 求

“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从“协调发
展”到“可持续
发展”，从“科学
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和坚持“绿色发
展”，中国将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深
化，浓缩在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环境立法从
一部“试行”法到今天的法律体系逐渐完
善，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设部环
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庭从
2007 年的一个到如今的 1200 多个……如今，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保护环境这件大
事上，不能单靠一部分人的努力，而是要搭
建体系、建构制度，让个人自觉变成集体
遵循。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建
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
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
向、重点任务。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先后通过许多重要文件，搭建起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央环保督察制
度、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生态补偿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生态环境监测和评
价制度等不断完善，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
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驾
护航。

有了制度，生态文明建设便有章可循
了；法律更加完备，保护生态环境的底线也
就更加清晰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示：“保护生态环境
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
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可靠保障。”今天的中国正依靠制度、
依靠法治，坚定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广泛
共识，面向世界，中国也发出了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倡议。保护生态环境，应是
全人类的集体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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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可可西里保护将迎来三十周年：
1992年，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

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创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
员会，率先擎起了可可西里保护的大旗，此后在与盗
猎分子的殊死较量中，用生命书写出壮烈的序曲；

1997 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批成
立，此后的20年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保护体
系，在持续打击下盗猎行为最终彻底绝迹，藏羚羊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可谓继往开来、乐音相生；

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申报世界遗产，而一场
更为深刻的变革也在发生，影响着今天与未来：随
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进，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历史性地整合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
可西里管理处，走向更高水平的治理，迎来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天籁永续……

可可西里，三十而立。这由乱到治的三十年，
堪称一曲荡气回肠的可可西里三重奏。

壮烈的序曲

玉树治多，索南达杰故居，就坐落在
县城里。

柏油街道旁的一座普通民居，大门
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走进门，
是一片宽敞的院子，和一排藏式风格的平
房。院子里，有索南达杰当年种下的树，

和他打的水井。索南达杰生活过的卧室、
客厅以及室内富有年代感的陈设，仍然被
悉心保护着，老旧的卧室地面，还是由青
砖砌成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老式灯
泡，没有灯罩。

这里已经成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遥想当年，索南达
杰每一次远赴可可西里，都是从这间卧室
出发的。

“可可西里”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
的少女”，在地理上位于治多县的最西部。
这里是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为完整的处女
地，也是很多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
其中，最为世人关注的便是藏羚羊。

上世纪80年代，藏羚羊绒被世界纺织
业认定为“纤维之王”，制成的一条仅重
100克的“沙图什”披肩，流入中亚、欧美
市场就能卖到5万美元。一时间，不法分子
纷纷涌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的盗猎行径
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初，盗猎行为最
猖獗时，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
锐减到不足2万只。

生灵哀婉、高原悲号之际，有人力挽
狂澜、挺身而出。

1992 年，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
县委副书记、38岁的索南达杰，推动成立
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西
部工委书记。这个特殊的机构，从成立第
一天起，使命就是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
资源，就是反盗猎。

1994 年 1 月 18 日，可可西里最寒冷的
季节。先后带队12次深入无人区的索南达

杰，在押运盗猎者途中突遭偷袭和反扑，
壮烈牺牲。5天后，当增援人员找到英雄的
遗体时，索南达杰仍然保持着右手持枪、
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的姿态，已被零下
40摄氏度的严寒冻成一尊雪域上不屈的冰
雕……

“索南达杰的事迹深深震撼了我”，英
雄的牺牲，反而激发了更多民间志愿者投
身到反盗猎一线，1995年，时年33岁的治

多县牧民彭措义无反顾、自愿报名加入到
重建的西部工委，与被后人称为“野牦牛
队”的队员们选择踏上万里无人区，多次
与盗猎分子以命相搏。

一个索南达杰倒了下去，许多平凡英
雄站了起来。

奔涌的乐音

广袤高原上发生的一切，时时牵动着
国家、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心。

1997 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正式获批成立。作为这片土地上自然环境
和资源的保护管理部门，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存在了20年之久，直到
2017年被整合并入三江源国家公园。

如果说，索南达杰创立的西部工委打
响了可可西里反盗猎第一枪，野牦牛队大
大震慑了盗猎活动的嚣张气焰，那么自然
保护区时代就是彻底实现了盗猎行为绝
迹、并且建设起一整套保护体系的20年。

这个体系，由数座赫赫有名的保护站
组成：不冻泉、索南达杰、五道梁、沱沱
河，这四座常设保护站在青藏公路沿线自
北向南一字排开，在绵延两百余公里的长
度上为高原生灵筑起了一道坚固防线。

然而，可可西里的面积比海南岛都
大，仅靠四座常设保护站还是远远不够
的。为辐射更广区域、打击盗猎盗采，像
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一样，可可西里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也组织起了巡山队，从各个
保护站中抽调人员，定期深入无人区展开
大规模巡山。他们的存在，就是对不法分
子的最大震慑。

夏天的可可西里，是一片没有尽头的
沼泽地，巡护之路泥泞不堪，一不小心，
巡山车辆就会陷进泥潭，寸步难行。用绞
盘拉、拿铁锹挖，在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
的无人区，每一次救援，都是对体能的极
大消耗。队员们说，冬天巡山更难受，气
温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含氧量不到海平
面的四成。到了晚上，帐篷里冷得像冰
窖，被雪水打湿的裤子也冻成了冰坨坨，
脱下来扔到地上，甚至能“站”住。巡山
归来，队员们已经形同野人。

每年5月到8月，藏羚羊会集中迁徙到
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产仔，这里便建起
了季节性临时保护站，成为偌大无人区里
唯一的人类建筑。保护站外面围着铁皮
墙，以防棕熊的袭击，里面是简陋的活动
板房，一切物资都靠自己运送，发电用的
是柴油机，这里不通信号，与世隔绝。

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郭雪虎，也曾是
个媒体人。15年前，在玉树州电视台工作
的他，听说可可西里招募巡山队员，辞职
报了名。做这个选择时，他的理由很简

单：“我从小就崇拜索南达杰。”每年夏
天，他都和同事们驻守在这里，一待就是
几个月。“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野牦
牛随处可见，这里就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郭雪虎由衷地感叹，“看着它们活蹦乱跳，
我们的辛苦都值了。”

过去20多年，可可西里组织巡山500多
次。从2006年到现在，无人区再没有响起
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数量恢复到了 7 万
多只。

永续的天籁

走进无人区，昆仑山脉东段主峰玉珠
峰白雪皑皑，长江源头之一楚玛尔河静静
地流淌在可可西里宽阔的胸膛上。

这里，也是三江源头、中华水塔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

2017 年，可可西里喜事连连：不仅成
功申报世界遗产，而且伴随着国家公园体
制改革试点推进，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历史性地整合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
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理顺了治理体
系，实现了国家公园在三江源头“一块牌
子管到底”。

4.5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正在步入
更高水平的保护阶段，而行走在这片大地上
的人，依然在平凡中坚守着使命与忠诚……

在五道梁保护站，每逢藏羚羊集中迁
徙的季节，青藏公路上来往的车辆都会自
觉停下车给它们让路，耐心地向它们行注
目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已然深入
人心。

在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索南达杰保护
站，年轻的“90 后”保护人员，细心地给
救助的小藏羚羊当起了“奶爸”，他们还没
成家，却把羊宝宝照顾得健康又快乐。小
伙子们阳光温暖的笑容，让人们对可可西
里的未来信心十足。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强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
大者”。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可可
西里是青海生态巨变的一个缩影，巨变的
背后，是一代代保护者的薪火相传、不懈
努力。

2009年6月，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曾收到一份特殊的申请：一个名叫秋培
扎西的年轻人，请求调到工作条件最艰苦
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森林
公安分局，巡护无人区，保护藏羚羊——
他，就是索南达杰的外甥。

如今，秋培扎西依然坚定而执着地行
走在可可西里，宽厚的脸庞、坚毅的眼
神，就像是西部工委老书记的化身。

环境保护守土有责、生态红线不容触
碰，今天的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步入国家公园治理新
时代的可可西里，正在续写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天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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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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