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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秦岭至大别山的重重
山脉中，鹭鸶、中华白冠长尾雉、
中华断板龟、朱鹮、大熊猫、桃儿
七、独叶草、猫屎瓜……这些珍稀
动物和植物一起构成了美轮美奂、
神秘莫测的世界生物多样性“宝
库”。而一群志愿者正不辞劳苦行
走在大山中，为保护秦岭的生态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人民教师护鸟路

行走在大别山北麓，忽见“一
袭嫩白”略过水面，优雅地飞过稻
田，最后飘逸地落在枝头，这就是
大别山里的“美人”朱鹮。悬崖边
传来动听的鸣啼，抬头一看，“小
孔雀”白冠长尾雉正在踏岩觅食。
再往深处走，数不清的珍禽奇鸟
不断出现在眼前。

碧嶂插遥天的大别山，是一座
罕见的鸟类基因库，无数濒临灭绝
的鸟类将这里视为庇护地。这个鸟
类乐园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慷慨赐
予，更是许多人前仆后继，精心呵
护的结果。

罗青松便是其中一员。作为陕
西省罗山县鹭鸶保护公益协会的会
长，罗青松在保护大别山鸟类的路
上已走过了十几年。2004年，罗青
松来到罗山高中新校区任教，郁郁
葱葱的水杉林与学校隔水相望，每
年三月，罗青松都会去欣赏翩跹起
舞的鹭鸶。可好景不长，从2008年
开始，随着城建扩张与环境污染，
鹭鸶栖息地岌岌可危。

罗青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开始通过诸多网络呼吁人们加强
对杜堰河湿地和鹭鸟的保护。后来，
罗青松参与组建了鹭鸶保护小组，
在他们的呼吁下，数十棵珍贵的水
杉树逃过被砍伐的劫难。罗青松还
带领鹭保小组于2017年成功向中国
绿发会申请了中华鹭鸶保护地。

2017年，在一次户外调研鹭鸶
栖息地时，一名山民送给罗青松一
根 1 米多长的雄性白冠长尾雉尾
羽。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羽毛，
罗青松非常震惊。他从山民处了解
到，由于盗猎以及栖息地被破坏，
大别山董寨仅剩近千只白冠。这让
他意识到，大别山中除了鹭鸶，还
有很多需要保护的珍稀鸟类。于
是，罗青松利用寒暑假、节假日时
间，每年多次组织鹭保成员进行大
别山区珍稀物种野外生存分布状况

调研。经过多次调研，他撰写了大
量调研日志，并整理发表了 《罗山
县鹭群的分布现状》调查报告。

身为人民教师，罗青松深知宣
传教育的作用，每年多次前往罗山
南部山区向村民进行爱鸟护林生态
保护宣传，散发公益传单。同时，
罗青松也发展了一些当地鸟导、村
医、教师、乡村干部和村民参与保
护，先后建立了罗山鹭保董寨联络
站、定远联络站、彭新联络站等站
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今，在秦岭至大别山的重重
大山中，以鹭鸶、白冠长尾雉、断
板龟和朱鹮为重点保护对象的社区
保护地已相继建立。而罗青松还会
继续行走在大山中，尽一己之力保
护珍稀鸟类。

绝迹鱼类再现

2012年冬天，原已在陕西和四
川等历史分布区域绝迹15年的珍稀
濒危鱼类“川陕哲罗鲑”，因为一
次洪水，在秦岭山区汉江上游的太
白河中，重新闯入人们的视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
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形态学比对
后，最终确认这19尾鱼是川陕哲罗
鲑。这个发现震惊了整个鱼类保护
学界，不亚于秦岭另一种珍贵鸟类
——朱鹮的再发现。作为川陕哲罗
鲑的研究学者之一，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吴
金明与同事们，利用这19尾幸存的
川陕哲罗鲑开展野外种群复原工
作。经过半年多辛勤研究，本着基
因多样性保护前提，2013 年 6 月，
川陕哲罗鲑的人工繁育首次取得成
功。目前，人工繁殖的川陕哲罗鲑
已近万尾。下一步，吴金明打算将
新繁育的川陕哲罗鲑，放流在秦岭
南坡的自然河流中，期待其野外资
源量能恢复起来。

吴金明念大学时的专业是水产
养殖，毕业后从事水生生物保护，
至今已近 18 个年头。这名质朴的学
者说起秦岭细鳞鲑和川陕哲罗鲑的
人工繁育以及种群恢复，能滔滔不
绝，从技术难题一直讲到资金困境。

吴金明喜欢脚踏实地做事，取
得众多研究成果，但见报的不多，
被刊登的大多还是因为成果重大引
起了媒体的关注。用吴金明的话
讲，既然学了水生生物保护专业，
总得做点什么。

还有不少像吴金明这样的生物
保护学者持续扎根在秦岭深处，为
获得每个小发现而惊喜，为成功繁
育一尾新生命而欢欣落泪。

植物有了“避难所”

秦岭是我国乃至世界植物种类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世界性单种
属和少种属植物98属，中国特有39
属，特有种1428种，被列为国家重
点保护的植物有28种，陕西地方重
点保护植物 183 种，其中不乏华山
新麦草、太白红杉等著名的具有科
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陕
西省植物学会理事长、西北大学生
态学教授岳明就是研究这些宝贵植
物资源的学者之一。

岳明开始关注秦岭植物是在
1996年，当时，他受邀考察佛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考察中，他
发现秦岭的植被并没有想象的坚不
可摧，旅游项目的不规范行为、山
区道路建设随意开挖、自然资源过
度利用等，都导致了秦岭的森林植
被资源减少和生态功能下降。

“ 不 仅 仅 是 秦 岭 ， 中 国 有
5000～6000种高等植物都处于濒危
或受威胁状态，占中国高等植物物
种总数的15％～20％”，岳明说。

为了使更多人了解秦岭植物，
2019 年 6 月，在他的统筹规划下，
位于西安植物园的珍稀濒危植物专
类园开始筹建了。这个专类园将成
为陕西所有受威胁植物的“安全避
难所”和回归引种的资源圃，真正
实现秦岭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该
专类园的建立对陕西省乃至全国的
植物保护、繁育、科研科普及应用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了秦岭生态系统的修复中，
包括引汉济渭重大引水工程生态修
复等，总体的感受是破坏简单，修
复却难上加难”，岳明感慨道，“这
也让我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重要性，并且懂得对大自然做出退
让，尽量在规划之初做好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作，那样就可以实现生态
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统一”。

植物不似动物活灵活现、惹人
注目，很多时候，许多植物直到灭
绝都无人察觉。每当看到宣传栏上
挂着的“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
类自己”的标语，这位终身为植物
奔波的学者都不由地感慨万千。但
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重视植物保护，也有越来越
多的濒危植物，如红豆杉、华山新
麦草等，恢复了生机。

大自然的“搬运工”

与其他志愿者不一样，身为作
家的白忠德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保
护靠的是一根“不屈不挠”的笔杆
子。他手下的秦岭总是极具人情
味：为了爱情打群架的大熊猫，为
了争食推推嚷嚷的金丝猴，为爱情
忠贞坚守的朱鹮……每个情节都展
示着秦岭深处令人动容的故事。

白忠德是土生土长的秦岭人，
从小在佛坪长大，即使后来考上大
学、结婚生子留在西安，他生命的
根依然在秦岭。“我就好比一只风
筝，无论飘得多远，都被那根长长
的线维系着。那根线，便是由对故
乡浓浓的爱拧结而成的。”白忠德
深情地说。

从 《回望农民》 到 《斯世佛
坪》，从 《我的秦岭邻居》 到 《大
熊猫 我的秦岭邻居》，从 《摘朵迎
春花送你》 到 《风过余家沟》，他
为秦岭写了许多书，反映秦岭的大
美与神韵，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呼
唤人与自然和谐。

白忠德笔下展现出一个和科普
网站上不一样的秦岭：这里的动物
都有灵气，大熊猫的绵里藏针、金
丝猴的精灵敏锐、羚牛的刚健持
重、朱鹮的矫捷高贵……一幕幕细
致的描写，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秦岭
动物跃然纸上。

白忠德礼赞秦岭的作品传播到
了海外，在国内也获了不少奖，不
过他并不是很看重这些奖项，认为
这些奖应该颁给秦岭——因为那里
孕育了无穷的智慧与生命，而他只
是“自然的搬运工”。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一名业余
作家，白忠德深知手中这支笔的分
量与担当。他在生态文学创作中，
极力倡导每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
对自然万物的爱。书写的过程，就
是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动物与
自然关系的思考和忏悔过程，启发
大家懂得以平等之心、真诚之意，
与大自然中的生命个体进行交流对
话，进而热爱这些生命。

“能与秦岭做邻居，是我一生
注定的缘分和幸运。这辈子，我要
好好写秦岭！”采访的最后，白忠
德再次传达出守望爱护秦岭的虔
诚。今年，他将出版两本以秦岭为
主线的生态散文集，为大秦岭的保
护与发展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秦岭和合南北，泽
被天下，是中国的中央
水塔，也是中华民族的
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
象征。作为中国地理上
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秦
岭这道生态屏障发挥着
调节气候、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
样性等诸多功能。巍巍
大 秦 岭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对于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安全保障具
有重要意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如何建立秦岭生态保护
的长效机制，尤为值得
关注。

我们亟须加强秦岭
生物多样性保护。秦岭
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使其成为我国乃至全世
界 的 重 要 “ 生 物 基 因
库”，我们不仅要关注秦
岭的保护区的面积和数
量，更要特别关注对多
样生命及生态系统的保
护实效以及确保栖息地
的连通性。近日新华社
报道，在秦岭腹地再次
拍摄到了野生金钱豹，
说明生态保护和恢复的
趋势可喜。该域内现有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580 余
种，不仅包括大熊猫、
朱鹮、羚牛、金丝猴四
种珍稀动物即“秦岭四
宝”，还包括不计其数的
其他野生动物、植物和
微生物。就植物来说，
秦岭地区的高等植物种
类据信约 5000 种，植物中 50.6%为中国特
有种。因此，不能只关注少数珍稀濒危的
野生动物，而要把整个生物多样性作为重
要的监测内容，并配以地方法规来确保有
法可依。

生态修复要坚持生态文明思想，确保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以
人为本，采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充分
利用自然，因地制宜，降低对自然资源的
耗费。2019 年 9 月陕西通过了修订后的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文件指
出在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内不得新建
水电站，核心保护区内已建成或者在建的
水电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限
期退出、拆除，恢复生态，这就涉及未来
的生态修复问题。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从过去的经验
看，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能给重大生态破
坏拉响警报器。要确保公众对秦岭生态环
境的破坏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并监督政府
及时处理。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和教
育，创新宣教形式。比如，对于破坏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公益诉讼案件，可考虑在网
络上公开庭审直播，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尤
其是在校学生的旁听、甚至纳入学校实践
课，这本身也是良好的生态文明教育。

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得不偿
失，让生态优先引领绿色发展才能行稳致
远。地方党政部门必须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既要善于保护生态环境，又要敢于追
责问责，对“甩责者”严惩不贷。在“新
基建”时代，“互联网+扶贫”大有可为，
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打造中华地
理自然标识等举措，推动秦岭一带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让老百姓从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受益，不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也有助
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者系北
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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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深处佛坪县大坪峪，摄影师将镜头对准金
丝猴，猴儿将手搭在了相机上。 赵建强摄

近年来，随着秦岭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动物
保护力度的加大，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羚牛的种
群数量稳中有增。 焦荣朝摄 （新华社发）

近年来，随着秦岭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动物
保护力度的加大，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羚牛的种
群数量稳中有增。 焦荣朝摄 （新华社发）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秦岭大熊猫野外救
助、疾病防控、种群繁育等任务，是秦岭大熊猫的
生活乐园。图为工作人员与大熊猫互动。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科研人员在进行河流生物调查。 吴金明摄

朱鹮朱鹮 夏永光夏永光摄摄

静美佛坪静美佛坪。。张轩瑜张轩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