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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人类朋友：
你们好！
我是生活在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里的一只

小鳄蜥。经过冬眠的长梦，我和伙伴们陆续醒
来，发现南岭已经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我们鳄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身体和尾
巴极像鳄鱼，而脑袋则非常像“霸王龙”。我们
被大家誉为原始蜥蜴类的“活化石”，爬行界的

“大熊猫”，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们
的祖先很厉害，它们经历过第四纪冰川期，和
距今1 .65亿年的恐龙可是邻居！沧海桑田，恐
龙、剑齿虎、猛犸象、巨貘这些朋友，都已经
幻化成了古老的化石，而我们幸运地避过了无
数劫难，一直存活到了今天。

21 世纪以前，许多人只知道我们生活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伙伴在广
东南岭繁衍生息，只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我们
的存在，我们在这里过着低调自在的生活。但
是后来，平静的日子被打破，我们被非法捕猎
者大肆捕捉，侥幸逃过一劫的，也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家园被破坏，身边的同伴接连死去，被
迫“升级”为极度濒危物种，一度处于灭绝边缘。

2001 年，两栖爬行动物专家黎振昌教授来
到南岭，经过他的认真研究，确定我们就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鳄蜥，我们才得以“正
名”，被加以保护。后来，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
中的罗坑保护区也随我们的名字而改名，并在
201 3年正式晋升为“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甚至还有专业的守护者小队保护我
们。他们每天定时巡逻，驱走非法捕猎者；遇
到身体状况不好的伙伴，守护者们还会带它们
回基地休养，等到伙伴伤势痊愈了，再送回家
里；保护区还建立了人工繁育池，帮助我们繁

育后代……
我们生长得慢、体型小，一般在野外3年

多才能成体，在人工繁育的情况下，有的两年
多可以长成成体。

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确离不开日夜相伴
的守护者们。有一位叫丁冬静的漂亮姐姐，
201 6年来到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她文
静少语，在面对我们的时候，十分温柔，经常
问我们吃得饱不饱、住得舒不舒适，她的笑容
明媚又温暖。

丁冬静姐姐喜欢在晚上来看我们，她努力
保护我们的栖息地，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
舒适。在繁殖季节，她更是经常来溪边看我
们，确保我们的安全，防止有人非法捕猎，并
及时发现生病的或状态不佳的我们。

在南岭公园候选区的这个大家庭里，有很
多像丁冬静姐姐这样的守护者。他们就像是我
们的守护天使，时刻保护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快乐和安心。除了专业的保护者，周围
很多热心群众也积极加入到保护我们的行动中
来。我永远忘不了好朋友身陷险境的时候——
两年前的一天，它因为贪玩走远，被困在急流
中进退两难，它当时极度饥饿虚弱，命悬一
线！万幸的是，附近的热心群众发现了它，将
它一把捞起，火速送往保护区管理处进行救
治，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由衷地感谢那
位好心人，多亏他，才有了我和朋友的重逢。

近几年，我们也经常“走”进校园。保护
区的守护者们说，到学校开展关于我们的科普
教育活动，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认识我们，将
保护我们鳄蜥的理念传得更广。学校里的小朋
友对我们很感兴趣也很友好，他们通过这些活
动更多了解了我们的生活习性，居然连我们喜

欢吃蚯蚓都知道，真是太意外了！
我们是变温动物，对温度相当敏感。当天

气渐渐凉爽，尤其是到了11 月，气温降到18
摄氏度以下，我们就不想动了，外出也越来越
少，直到进入冬眠状态。那段时间，我们就在
长长的休息中等待春天的到来。

不过别担心，南岭的冬天并不寒冷。在我
们冬眠之前，工作人员会为我们准备温暖的小
窝，避风又保暖，让我们在寒冷的季节里也能
舒适地休息。等到来年春天，气温再次回升，
达到18摄氏度以上，我们就会慢慢醒来，随着
温度继续上升，我们开始寻找美食。而在太阳
暖暖地照耀下，我们变得活跃起来，享受那份
温暖的惬意。

这些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伸出援
手，我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经过守护者
们多年的努力，我的伙伴数量明显多了起来。
在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中的罗坑鳄蜥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我们野生鳄蜥的数量在2004年的时
候仅有 200到 300只，而如今已经有七八百只
了，占到全国野生鳄蜥数量的一半有余，真是
令“蜥”高兴！

一年又一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你们的友
善和帮助我们的决心。在多方的不懈努力下，
我和同伴们现在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在
山间溪流的积水坑处等天色亮起，每天晨昏时
分觅食、散心，我们还喜欢在细枝上晒太阳睡
觉，小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我爱夏秋，这个时
节最温暖舒适，吃什么胃口都好；我爱甘甜清
冽的溪水，潺潺的水声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
乐，水底的每一颗石头我都起了名字；我爱小
溪边一簇簇一丛丛的灌木和蕨类植物，风吹过
就能带来它们的低语；我爱黄腹角雉、中华鬣
羚、藏酋猴、豹猫，它们都是我在南岭的好朋
友，我们一起看过无数个日出和日落……我爱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年一岁，我希望生活能够一
直这样平静、幸福，同时也期待着那些还在流离
失所的动物能够像我们一样，重返自己的家园，
和家人朋友长久相伴。

春光正好，我和小伙伴们喜欢迎接温暖的
阳光和滋养的雨露。春天不仅是万物复苏的季
节，也是世间万物共同守护家园的时刻。我们
虽然不善言辞，但我们深知，你们对我们的关
心和保护，对我们这个物种，乃至整个生态系
统的平衡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继
续坚持下去，让这份关爱和保护延续到未来，
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让每一个春天都能充
满生机与活力。

欢迎你们有时间来南岭做客，与我们一同
欣赏这里的一草一木。

鳄蜥
2024年春

图①：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鳄蜥繁育研究。
广东国家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图

图②：位于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内的乳源
大峡谷省级自然保护区。 李钰桦摄

鳄蜥给人类的一封信
本报记者 李 纵

远山含黛，近水碧幽，春日的村
落，入眼皆风景。

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农房
变民宿……绿水青山的“好风景”变
成金山银山的“好钱景”，正在安徽省
庐江县万山镇长冲村成为现实。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安徽省美
丽乡村重点示范村……一幅景村同美
的画卷，在长冲大地上铺展。

连 日 来 ， 我 深 入 长 冲 村 ， 一 路
看、一路听、一路记，探寻绿水青山
变成群众“幸福山”的密码。

“秃头山”长出“金叶子”

走进长冲村堰洼组的阴榜山茶园
基地，蓝天白云下，一垄垄茶树郁郁
葱葱，连接成片，似一条条绿色腰
带，缠绕在山间，汇聚成一道道绿
浪，在山谷间涌动。

过去的这片“秃头山”，现在已被
层层叠叠的茶树覆盖。

堰洼组的石头资源丰富，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堰
洼组村民严仁传告诉我，山体用火药
一炸，挖机一挖，钞票就源源不断地
来了。

“钱是有了，但破坏环境的行为也
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聊起往事，严
仁传一脸苦笑。他说，那段日子整天
是“炮声隆隆、车轮滚滚、烟雾缭
绕、污水横流”。阴榜山被挖得满目疮
痍，重型卡车把路全压坏了。村民出
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靠山吃
山”的生存方式行不通了。但守着漫
山遍野的“破石头”能干什么？石山
不仅在村民脚下，也压在他们心头。
痛定思痛的堰洼人决定换种活法，开
启了绿色转型。

如何改造和利用好石山，培育特
色产业，成为堰洼组发展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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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南水湖区域，山映斜阳天
接水。 侯宜君摄

▲ 雌性鳄蜥与鳄蜥宝宝在一起。
广东国家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供图

阴 榜 山 是 大 别 山 余 脉 ， 光 照 充
足，雨量充沛，土壤呈弱酸性，含有
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宜
种植茶树。经过多方考察和评估，堰
洼组决定走发展茶产业的路子。

填土、平整、开沟、培育地力、
种植茶叶，这几年，堰洼组把阴榜山
耕耘成连片茶园，让一处处乱石岗披
上了“绿装”，并通过系统治理，变成
了生态美好、产业兴旺的“金山”。

“我家在阴榜山承包了山地，靠着
这块茶园，每年增收不少。”严仁传黝
黑的面庞上泛着微笑。山更青了，水
更绿了，当地老百姓的“钱袋子”也
更鼓了。

堰 洼 组 只 是 长 冲 村 从 “ 石 头 经
济”到“生态经济”转型的一个缩
影。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长冲
村已把 6000 亩石山、荒山改造成生态
茶园，年产值达5000万元以上，“绿叶
子”长出了“红票子”。

“脏乱差”变身“洁净美”

绕过一弯又一弯的山路，我来到
被群山环抱的长冲村三峰中心村。

目光所及之处，精致庭院、篱笆
菜园、文化墙绘等小景观在村落里连
点成线、错落有致，村内主次道路古
朴整洁，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花团锦
簇，虫鸣鸟叫、孩童欢歌萦绕耳旁，
移步换景间，所见皆是和美乡村的

“俏模样”。
提起往日的生活环境，很多村民

仍会想起“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
发，屋里现代化，院外脏乱差”这几
句顺口溜。三峰中心村的环境曾让人
直摇头，通过人居环境整治，这里旧
貌换新颜。

针对环境“脏乱差”问题，长冲
村因地制宜，以三峰中心村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为突破口，从改水改厕、道
路硬化、洁化净化、绿化亮化，再逐
步拓展到农房改造、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村庄公共服务完善，让农村环境
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以前这里交通不便，居住环境不
好。现在政府修好道路，建了新房，
我们的生活质量一点不比城里差。”三

峰中心村坎下组村民田克云指着平坦
的通村公路和一排排整齐的房子，笑
得合不拢嘴，“屋里屋外环境变好了，
逢年过节家里可热闹了。去年国庆
节，儿子一家四口兴冲冲赶回来，假
期结束还舍不得走。”

“腰包鼓了，就应该把居住环境整
好一点，提升生活质量嘛。”现年66岁
的坎下组村民组长徐成余在自家门前
一边喝茶，一边开心地说，“我们更好
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闲置房”成了“黄金屋”

长 冲 村 境 内 峰 峦 叠 嶂 ， 景 色 宜
人，是旅游者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位于长冲村河西组屋后山脚下
的万福民宿，负责人胥世奎正在忙碌
着，“今天我们已经接待好几拨游客
了。每到双休日和节假日，游客们
很多，订不到房间是常有的事情。”

我看到，这家民宿现有 11 间风格
迥异的精致客房，屋内温馨，设施简
约，远山近水、田野村庄尽收眼底。

前些年，长冲村由村集体、职业
经理人共同出资，对万福民宿的房外
立面进行风貌提升、内部装修，建设
成精品民宿，让曾经凋敝的老屋重焕
生机。

最近几年，长冲村通过开发利用
农村闲置房屋，有效激活农村“沉
睡”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
资本的转化，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同时，也促进了村民增收致富。

长冲村果园组村民张玉华很早就
外出工作，前几年她辞去工作回到家
乡，在万福民宿担任前台接待。

“真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一份跟在外面打工差不多收入的工
作，还能照顾家庭。”张玉华觉得很
满足，“在家门口捧上了金饭碗，日子
就是美。”

目前，长冲村已开设了 21 家民
宿，年接待游客 13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逾 2000 万元。闲置农村房屋

“蝶变”成特色民宿，成为乡村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

上图：安徽省庐江县长冲村月亮
湾露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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