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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妥帖的白色衬衣，脚
上却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运动
鞋，记者眼前这位装扮“另
类”的干部，名叫杨树森。

11年前，21岁的他从河南
漯河老家来到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当兵，2年的军旅生活赋予
他硬汉的性格。退伍后，杨
树森前往西藏大学农牧学
院学习，随后主动申请到
西藏昌都市察雅县卡贡
乡，成为了一名扶贫干
部，至今已有 5 年。
乡政府的门前，澜
沧江奔流不息。

“ 全 乡 山 多
地少、交通不

便 ， 我 刚 来
这里时，澜

沧江畔全
是盘山

的 土

路，车虽然能走，但行驶缓
慢，去20公里外的宾果村，就
要走大半天。”杨树森回忆说，

“当时电力紧缺，白天电力输送
到学校、医院等机构，有时候
乡政府都停电，只有到了晚
上 ， 小 灯 泡 才 会 亮 起 来 。”
2015 年，卡贡乡全乡 3607 人，
其中贫困人口1636人，贫困发
生率高达45%。

澜沧江流经的横断山脉地
区，是著名的“九山半水半分
田”，山大沟深、发展滞后。然
而，艰苦的环境没有让杨树森
退缩。“这是我肩上的责任，我
不做谁来做？”他和其他扶贫干
部们，进农户、察实情、寻出
路。考察后杨树森敏锐地发
现，卡贡乡海拔2900米，澜沧
江穿境而过，使得小气候温
和，而且海拔不太高，适宜发
展经济林木。“我的名字里全
是‘木’，咱还就瞄准这个产
业了。”

说干就干。在考察报告的
基础上，通过招商引资等途

径，苗圃、苹果种植基地拔
地而起。如今，全乡苗

圃 种 植 面 积 达 1383
亩，年收入260多

万元，周边群
众 通 过 土

地流转
和

劳务输出的方式，逐步走上增
收致富路。

在曲瓦村的经济林木种植
园，杨树森从树上摘下一只苹
果递到我们手中，“个大、浑
圆、皮脆、汁甜”，我们的称赞
让杨树森笑得咧开了嘴。“乡政
府帮助群众牵线介绍买家、设
计包装箱、注册品牌等，苹果
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往往还没
采摘就预订一空。”他兴奋地
说，“最近，我们还和县里的苹
果醋加工厂签订了合同，虽然
现在年产量只有25吨，但还是
供不应求。”

2015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卡贡乡的人均收入从不到
2000 元增长至如今的 11000 多
元，翻了近 6 倍。产业兴旺，
当地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近年来，随着村村通
工程的推进，“现如今从乡上到
宾果村，开车只需要四十分
钟，即便最偏远的村落，也24
小时不停电。”杨树森喜上眉
梢，“‘十四五’期间，县里已
经规划在卡贡乡修建沿江公
路，一方面便利交通，一方面
发展旅游，目前项目已经进入
落地阶段。”

沿 着 澜 沧 江 ， 拥 抱 好 生
活。杨树森对卡贡的明天信心
十足，“发展‘木产业’、做活

‘水文章’，让乡村振兴路走得
更快更好！”

人与大江和谐共处、美美与共，奏响——

澜沧江畔协奏曲
本报记者 刘成友 姜 峰 贾丰丰 刘雨瑞

澜沧江，从唐古拉山走来，与长江、黄河一同孕育在这三江源头；
澜沧江，纵贯横断山脉，滋养了青、藏、滇交界地带独特缤纷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澜沧江，向南海奔去，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

东南亚五国，以湄公河之名享誉国际……
澜沧江，一水奔流万里长。而比江水更悠长的，是沿岸人民说不

尽的故事。
日前，在“2021 澜湄万里行”大型采访活动中，我们从源头出

发、顺江而下，行走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从生态管护员到非遗传承
人，从生灵守望者到致富领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澜沧江儿
女，始终倾心守护着奔腾不息的大江，始终守护着秀美兴旺的家园，
这是人与大江和谐共处、美美与共的壮丽协奏。

一大早，云塔吃了两块糌
粑，补足能量。

秋日高原、层林尽染，和
家人道别后，他拿上笔记本、
挎上望远镜，开始了一天的巡
山工作。

云塔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
源园区的核心区域。几年前，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
后，云塔成为一名生态管护
员。对管护区内的生态本底进
行巡查监管、及时发现举报盗
猎盗采行为、监测潜在的火情
灾情，是他的日常工作。

杂多县位于玉树藏族自治
州西南部，西接唐古拉山；“杂
多”是藏语译音，意为扎曲源
头，扎曲即澜沧江的正源，水
系水量占到了澜沧江总水量的
15%。被誉为澜沧江源第一县的
杂多，生态地位不言而喻。

为了建立广大牧民广泛参
与的大生态管护体系，推动社
会力量共建共治共享，三江源
国家公园创新探索了生态管护
员制度，通过人员选拔、技能
培训、定期考核、动态管理等
手段，带动牧民放下牧鞭，从
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者
和红利共享者。

“过去靠放牧为生，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如今当起了生
态管护员，每个月还领上了工
资，不仅能保护自然家园，还
过上了好日子，心情真是舒
畅。”53岁的云塔面色黝黑、和
善健谈。据了解，截至目前，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
已落实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7752
名，实现了园区内有户籍牧户

“一户一岗”全覆盖，户均年增
收达21600元。

创新不仅于此。三江源国
家公园在“保护第一、合理开
发、永续利用”的原则下，还
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管经分
离、多方参与”的自然生态体
验项目，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
广大牧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让更多的人共享国家公园红利。

这 不 ， 云 塔 不 仅 是 管 护
员，还当起了“服务员”——
他家所在的昂赛乡澜沧江大峡
谷，扎曲河蜿蜒而过，两岸水
草丰美、山石奇峻，有青藏高
原发育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
质景观，由于生态良好，珍稀
野生动植物更是数不胜数，尤
其是“中国雪豹之乡”的美誉，让
这里成为了众多科研工作者、摄
影 爱 好 者 慕 名 而 来 的 胜 地 。
2017年，昂赛乡开展了雪豹观察
特许经营项目，22户牧民家庭被
选拔确定为“生态体验接待家
庭”，云塔家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培训，云塔和其他接
待家庭将为生态访客提供食宿
服务，并担任司机和向导，带
生态访客进入峡谷深处进行科
研、摄影、生态体验、自然观察，
并教给他们关于红外相机和望
远镜的使用方法。特许经营带
来 的 收 益 ，45% 归 接 待 家 庭 ，
45%归乡村用于公共事务，10%
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从
收益分配使用来看，完全是以

民
生 和
保护为
导向。

云 塔
对 峡 谷 里 的
山山水水十分
熟悉，接待访客
时，他会提前规划
好体验路线，并让访
客签订一份对生态负
责和尊重当地社区的协
议，保证访客在自己的带
领下体验。在他看来，外来
的生态访客应抱着对自然环
境、万物生灵负责的态度参与
体验；而作为服务者的当地牧
民，同时也要起到保护者的作
用，一个合格的向导并不轻松。

阿爸巡山时不在家，云塔
的女儿英忠就成为家里接待工
作的主力，虽然没上过大学，
但她的普通话很好，看访客拿
着相机蹲点拍摄野生动物，她
也渐渐喜欢上了摄影。最近，
英忠和同伴去了拉萨采风，一
边拍摄野生动物，顺便帮阿爸
考察一下西藏自然生态体验家
庭的接待模式，用来改造和提
升自己的服务质量。

生活好了，生态美了。据
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
源园区的草地覆盖率、产草量
分别比 10 年前提高了 3.5%和
20%，雪豹等旗舰物种明显增
加。“眼界宽了、观念变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靠
秀美生态增收致富，更要做好
这片净土的守护者。”云塔说。

告别澜沧江源第一县，顺
流而下来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
囊谦县。扎曲、巴曲、孜曲、
吉曲、热曲五大河流均属澜沧
江水系，其中作为澜沧江上游
干流的扎曲，正是在囊谦境内基
本形成了大江大河的概念，留下
了美丽壮阔的网状水系景观。

就在这大江之畔，传承千
年的囊谦黑陶历史悠久、远近
驰名。壮实的体格、黝黑的皮
肤，一双粗糙大手浑厚有力
——初见白玛群加，就是在一
堆正在拉胚的黑陶中间。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囊谦藏黑陶传承人，白玛群
加从事黑陶制作已经有20多个
年头了。因为从小就喜爱泥
塑、绘画等传统手工艺，他12
岁便跟随家族老艺人，开始系
统学习传统的制陶工艺、泥塑
工艺、藏式家具制作、藏式房
屋绘画等，这一干就是30年。

“传统的囊谦黑陶在造型上
主要有26个样式，按质地可分
为细泥黑陶、夹砂黑陶、泥质
黑陶三种，在用途上，主要分为
罐、壶、火盆、酒瓮、陶勺、甑等
等。”说起黑陶来，这位朴实的康
巴汉子打开了话匣子。

2000多年前，生活在澜沧江
畔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黑陶
烧制的技艺并开始广泛使用。
一代又一代藏族民间艺人传承
并弘扬的“黑陶文化”，与奔流不
息的澜沧江水息息相关——

“囊谦藏黑陶的原材料，只
选用扎曲河边的红黏土，其质
地格外纯净细腻，非一
般陶泥可比，这是

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白玛群
加向我们展示着“扎曲河牌”
的陶泥，眼神中似带着一丝敬
畏和崇拜，而其手工制作工艺
更是非常繁杂精细。

首先，采挖这些陶泥时，
要不见阳光、自然风干，然后
在传统木器里捣碎，放置到牛
皮内 3 个月后，才能开始筛
选、拉坯、晾晒、修整、压
光、绘纹，直至最后经过10余
天的封罐、熏烟、渗碳后，才
能烧制出‘黑如碳、硬如瓷’
的囊谦藏黑陶。即便从业 30
年，白玛群加依然不敢有丝毫
懈怠，“黑陶来自山水自然，它
也是有灵性的，每一道工序都
不容偷懒。”

严谨背后，也不乏对创新
的追求，白玛群加正用双手赋
予黑陶新的内涵。“我们在遵照
传统黑陶烧造工艺的基础上，
对囊谦黑陶的审美特征进行了
延伸，比如将现代艺术的创作
理念融入黑陶制作当中，像这
样的创新样式已有 200 多个，
使囊谦藏黑陶由粗糙到精致、
由饮食到礼仪、由实用到艺
术，真正达到了实用价值和
欣赏价值为一体。”拿起
一 件 镶 着 银 边 的 陶
壶，白玛群加难掩
自豪。

传承与
创新的
完

美融合，为悠久的黑陶带来新
活力，不仅从深山走向了城
市、走向了市场、走向了世
界，还改变了更多人的生活。

2006 年，白玛群加成立藏
族民间黑陶工艺公司以来，坚
持在保护传承制陶手艺的同
时，打破传统家族管理方式，
面向广大牧民教授传播藏黑陶
制作工艺，并鼓励他们自主创
业。据统计，截至目前接受
白玛群加培训帮扶过的牧
民超过千人，其中实现创
业或稳定就业的人员就
有170余人。“艺术从来
都不是脱离生活的，
养育了我们的澜沧
江水川流不息，咱
也要让古老黑
陶焕发出新的
活力。”白玛
群加语带
铿锵。

江水滔
滔，由青入

藏 的 第 一 站
—— 西 藏 自 治

区昌都市类乌齐
县的西边，坐落

着一个类乌齐马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嗦 嗦 嗦 ……”
循声望去，一位身着

黑色藏袍、发辫花白的
藏族老阿妈满脸慈爱，

正对着草山发出悠远的呼
唤。不一会儿，大大小小

的马鹿群从山谷间奔下，
犹如孩子般围了过来。老阿

妈挥手之间，盐巴和芫根便
洒向地面，马鹿们于是尽情地

享用起来，安详又放心。
这 位 老 阿 妈 ， 叫 向 秋 拉

姆。她和这群马鹿“孩子们”
的故事，还得从 40 多年前的一
个傍晚说起。

“那时我 15 岁，有一天夜
里 ， 我 把 家 里 的 牲 畜 赶 到 圈
里，正准备睡觉时，外面一阵
叫 声 引 起 了 我 的 注 意 。 打 开
门，才发现是 3 只受伤的马鹿，
我没多想，就把它们抱进了家
里。”说起年轻时的那次救助，
向 秋 拉 姆 眼 里 流 露 出 温 柔 的
光，“为了能让小鹿活下来，我
每天挤牦牛奶喂养它们，担心

它们晚上被冻着，我晚上把它
们放到自己的床上，它们也很
争气，生长得很健康！”

转眼就是4年，随着小马鹿
们慢慢长大，大人们告诉向秋
拉姆应该将它们放归自然，让
它们回到应该属于自然生灵的
地方。思前想后，带着不舍、
含着眼泪，向秋拉姆和邻居们
把马鹿带到后山，几番驱赶之
下，它们才消失在茫茫荒野中。

本以为是永远的分别，却
成了新故事的开始。“就在那年
冬天，一个普通的早晨，十几
只野生马鹿下山觅食，让我喜
出望外的是，那3只小马鹿也在
其中。”原来，回归自然的小鹿
并 没 有 忘 记 这 位 特 殊 的 “ 妈
妈”，它们带上自己的“小伙
伴 ”， 又 找 到 了 曾 经 熟 悉 的

“家”……回忆起那次重逢，向
秋拉姆发自内心的笑容让我们
感受到她当时的幸福。

约 定 像 是 冥 冥 之 中 注 定
的。从此，一个女人、一群马
鹿，结下了特殊的情谊，也达
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每年夏
季，马鹿们会迁徙到高山草甸
中觅食；而到了百草枯黄的秋
冬时节，又会成群结队地跑下
山来，习惯性地等待着向秋拉
姆和乡亲们的出现。“有时鹿群
不下山，但只要听到我们的声

音，也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向
秋拉姆告诉我们，马鹿下山之际
也是她和老伴儿最忙的时候，因
为要给马鹿准备芫根、盐巴等食
物，“不忍心让它们挨饿！”

1993 年，当地建起了类乌
齐马鹿自然保护区，到了 2005
年 又 升 格 为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目前，保护区范围内有野
生马鹿 3000 余只，比设立初期
增长了60%。

15 岁时的一次偶然邂逅，
向秋拉姆与野生马鹿有了“无
声约定”。到现在，她与这些高
原生灵已经相守相伴了 48 年。
如今，昔日的天真少女成了满
脸皱纹的老人，而她与鹿群的
故事还在继续：向秋拉姆的儿
子白玛泽仁和仁青泽培来到保
护区管护站工作，接过了母亲
的班。

“这是我们对于野生马鹿的
救护、养殖用房，还有，你看
我们的巡护步道、森林防火瞭
望塔、饮水设施、太阳能光伏
电站，应有尽有。”向秋拉姆的
二儿子仁青泽培带着我们一一
参观，临走时，他说，“马鹿是妈
妈一生的牵挂，如今保护生物多
样性也成为我们的责任，让它们
自由健康地驰骋在辽阔的草原
上，是妈妈最大的梦想，也是我
们这些后人的目标。”

生态管护员云塔
眼界宽了，观念变了

非遗传承人白玛群加
让古老黑陶焕发新的活力

生灵守望者向秋拉姆
马鹿是她一生的牵挂

扶贫干部杨树森
发展“木产业”、做活“水文章”

三江源国家公三江源国家公
园澜沧江源园园澜沧江源园
区的草地覆盖区的草地覆盖
率率、、产草量分产草量分
别比别比 1010年前提年前提

高了高了 33..55%%和和

2020%%。。

类乌齐马鹿国类乌齐马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家级自然保护
区有野生马鹿区有野生马鹿

30003000 余余只只，，
比设立初期增比设立初期增

长了长了6060%%。。

制图：潘旭涛

卡贡乡的人均收入从卡贡乡的人均收入从

20152015年的不到年的不到20002000元元

增长至如今的增长至如今的 1100011000
多元多元，，翻了近翻了近66倍倍。。

新年伊始，“地方之窗”版与
读者见面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地方
之窗”版是从地方发展角度向世界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一个
窗口。

我们将陆续推出“新气象 新
作为”“走特色发展之路”“新实
践 新思考”等专栏，及时反映全
国人民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

——编者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姜峰摄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姜峰摄

▶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囊谦县境内的澜
沧江网状水系。

◀澜沧江流域森林密
布，峡谷幽深，生态良好。

◀澜沧江流域森林密
布，峡谷幽深，生态良好。

▶西藏昌都市的澜沧江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