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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新时代新步伐

巡林护猴
滇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

物种，是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
类动物，与大熊猫一样被称为“国
宝”，被列为中国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
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濒危等级、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
公约附录Ⅰ物种。

老君山是滇金丝猴的重要分布区
之一。老君山属横断山脉、云岭山系
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西南山地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及三江并流世界自然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丽江市原
始森林的最大分布区域，因此造就了
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作为滇金丝
猴的重要分布区之一，老君山的核心
区域——金丝厂和大坪子约 300 平方
公里范围内，共分布有两个滇金丝猴
种群，占滇金丝猴全部种群数量的十
分之一，被科学家认为是滇金丝猴三
大基因库中最濒危的一个基因库。

老君山滇金丝猴保护工作起步于
2001年，在丽江政府部门、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等社
会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当
地启动了对老君山滇金丝猴及栖息地
的科学调查，首次将全球卫星定位跟
踪 （GPS） 项圈技术应用在滇金丝猴
身上。

2004 年，在老君山首次摸清了滇
金丝猴种群数量后，为了保护老君山
滇金丝猴及栖息地，在其后的 16 年
里，各方合力推动了老君山社区参与
保护工作。与滇金丝猴栖息地紧密相
连的石头乡利苴村、桃花村、黎明乡
黎光村等社区居民先后参与了大量保
护工作。

2008 年，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正
式建立，重点工作之一是对滇金丝猴
及其栖息地开展科学保护，标志着老
君山滇金丝猴保护事业迈出重要一

步。2018年，丽江老君山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重点工作
包括老君山滇金丝猴及栖息地的科学
监测、促进社区参与巡护、发展生态
友好型产品、开展滇金丝猴保护宣
传、面向社区和公众开展自然教育活
动等。

老君山的社区巡护队已经有18年
历史，他们是最熟悉这片森林的人。
从保护巡护线路规划到日常巡护，滇
金丝猴能在老君山无忧无虑地繁衍栖
息，离不开巡护员们日复一日地持续
投入。布设红外摄像机、清理钢丝
扣、驱逐盗猎者，滇金丝猴在他们的
保护下健康成长。通过对滇金丝猴活
动范围监测数据的初步分析，保护人
员发现近18年来老君山滇金丝猴种群
活动范围已逐渐增大。

老君山有大量社区原住民，其中
利苴村与滇金丝猴栖息地的关联最密
切。利苴村生产资源匮乏，过去以木
料砍伐构成最重要经济来源，实施天
然林保护以来，木料经济逐渐衰落，
放牧、林下采集、药材种植等成为主
要经济来源。

“从曾经的伐木采集到现在的可持
续性生态发展，替代产业给当地村民
们带来不小的影响。”丽江市老君山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理事长张芳接受采
访时介绍，保护生态、保护滇金丝猴
的理念近年来逐渐扎根当地老百姓心
中，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方式也逐渐向
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热情朴实的
村民成为丽江滇金丝猴保护的重要参
与者。

“四一”保护
为更有效地推进滇金丝猴保护工

作，丽江政府制定了“一群猴子+一
片森林+一个社区+一支队伍”的“四
个一”保护策略。

一群猴子、一片森林：以滇金丝
猴为伞护种制定老君山核心区域的全
面监测和保护行动，保护原始森林和
动植物，实施长期、连续的物种和栖
息地监测，彻底了解清楚该区域的生
物多样性现状和动态变化；一个社
区：通过滇金丝猴保护主题自然教
育、社区文化营造、可持续发展等多
种方法，促进老百姓对滇金丝猴及栖
息地保护的真正认可、支持和参与；
一支队伍：基于有18年历史的社区巡
护队升级发展成丽江市老君山生物多
样性保护中心，参与老君山滇金丝猴
栖息地及周边社区的自然资源保护和
管理，中心既有社区主体，也有社会
公益力量的直接参与，更有当地政府
的授权和支持。

在“四个一”策略中，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自然环境保护与社区经济
发展并行。通过在社区进行滇金丝猴
保护主题自然教育、社区文化营造、
可持续发展等多种方法，促进了老百
姓对滇金丝猴及栖息地保护的真正认
可、支持和参与。

张芳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了
“四个一”的工作。2013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张芳加入了大自然保护协
会，成为一名生态保护志愿者。在这
之前，作为土生土长的丽江人，她甚
至不知道自己家乡的森林里还存在着
一种珍稀濒危动物——滇金丝猴。正

是这个契机，开启了她与滇金丝猴的
缘分。

老君山的公益保护经历让张芳开
始进一步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她加入

“秘境守护者”，为更多中国本土环保
机构、自然教育机构和自然保护区撰
写保护故事，策划公众参与的自然保
护活动。2020年，她再次回到老君山
保护中心，将自然教育带到与滇金丝
猴共栖息的人类社区，让更多人能重
新认识这一濒危的物种。

为使公众具有保护滇金丝猴、保
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丽江老君山保护
中心通过研发滇金丝猴教育课程方
案、发展研学营等形式，引导更多的
人加入到保护滇金丝猴的行列中，在
孩子们心中种下保护的种子。对当地
社区，中心采取和地方小学合作的形
式，使孩子们感受到保护自然环境的
重要性；对外地游客，中心开展研学
营活动，让人们亲身体验自然保护工
作，对滇金丝猴保护有更深入的了解。

生态向好
滇金丝猴是重要的环境指示物

种，它的生存依赖健康的高山原始森
林生态系统，滇金丝猴群可视为三江
并流区生态健康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标
志。保护滇金丝猴，本质上就是在保
护原始森林生态系统及栖息在内的野
生动植物。

2017 年起，丽江老君山对滇金丝
猴核心栖息地设计了100多个“一公里
网格”，开始了针对滇金丝猴及其同域
物种多持续性网格监测历程。在网格化
监测当中，通过痕迹样线和红外相机相
结合，共记录到 40 多种大中型兽类和
鸟类，其中有滇金丝猴、毛冠鹿、亚洲黑
熊、黑颈长尾雉等珍稀物种。

2020 年，老君山保护中心组织技
术 人 员 、 志 愿 者 和 研 修 生 ， 对
2017-2020老君山108平方公里网格化
红外相机监测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
在此次处理中，共整理了 428 台红外
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获得了大量的
滇金丝猴和同域物种的影像。红外相
机监测结果最终被整合到2021年发布
的三年调查报告中，为报告提供了大
量数据和影像资料。

2020年6月，一支由东喜马拉雅研
究院、老君山保护中心等组成的调查队
深入山林，开展老君山滇金丝猴栖息地
植被和植物的相关调查。经过五个月的
工作，跨越800米的海拔跨度，完成了5
个植物样方调查，共计记录维管束植物
41目81科227属378种。

近几十年里，云南省相继建立了
白马雪山、云龙天池、兰坪云岭、丽
江老君山等 4 处保护地以保护滇金丝
猴及其栖息地，据统计，2004年老君
山国家公园金丝厂地区滇金丝猴群有
150-180 只 ， 经 过 十 余 年 的 不 懈 保
护，2020年通过多方合作实地调查结
合红外相机数据分析，统计出最新数
据为金丝厂有两分群共计约300只。

经过几年的发展，丽江老君山保
护中心已初步建成老君山滇金丝猴栖
息地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体系，在目
前开展的植物和气象监测的基础上，
未来还可开展水文、水生生物、微生
物、昆虫、两爬类、鸟类和兽类等生
物和环境因子的综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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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丽江老君山的高山密林当中，一队人马正在行
进，他们身手矫健，不时观察周围的环境，在合适的地点布
下一个个红外监测相机，寻觅滇金丝猴的踪迹。他们是老君
山附近村庄的滇金丝猴的巡护员。曾经，他们以伐木捕猎为
生，现在他们放下猎枪钢锯，成为滇金丝猴和这片森林的守
护者。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今年我国野生
动植物日的主题。一直以来，国
家相关部门采取诸多措施和行
动，为野生动物撑起一把越来越
大的“保护伞”。

立法是撑起野生动物“保护
伞”的重要手段之一。“法者，
治之端也”。国外发达国家对待
野生动物资源也是采取严格限制
利用的态度。野生动物利用的产
业转型需要依据法治框架谨慎调
整，尤其对待野生动物要遵循加
强资源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的宗
旨。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对野生动
物的利用予以限制，采取禁食陆
生野生动物的法律措施。《决
定》是我国野生动物限制运用法
律的重大变革，对我国野生动物
利用作出了“史上最严”的限
制，同时也倒逼我们思考变革带
来的利益冲突和解决路径。

早在1988年，我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 立法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今年 5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将施行。禁食令及诸多立法
举措，均凸显出我国对野生动物
保护的决心。

据悉，全球大约 800 万个物
种中，有 100 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威胁，物种灭绝不仅破坏了生态
平衡，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存
亡。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保护野
生动物，对野生动物的限制利用
是大势所趋。这一认知也是撑起
野生动物“保护伞”的要素之
一。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限制利
用野生动物资源，不仅保护人体
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而且
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行为是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
保障。今年 2 月初，我国调整后
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 有近 1000 种野生动物在其
中，这需要更多的公众积极参
与。野生动物保护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其中，野生动物
的源头控制是管理中的重要环
节，应予以高度重视。

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球是所
有生命共同的家园，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我们秉持的理念。野生
动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稳定性决定着生态系统
的平衡。立法、认知及保护行动
中还需要充分考虑野生动物供给
链渠道、跨部门联合、消费者引
导教育、国际合作等相关要素。
如何有效传播保护野生动物的良
性社会认知，还需要政府以及全
社会的公众共同参与努力。

撑起

野生动物“保护伞”
鞠立新

荒
漠
上
种
树

本
报
记
者

银

燕

近年来，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持续十五年
邀请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民勤来，和村民们一起
做草方格沙障、种梭梭。前后累计有一万多名志愿
者到民勤参与了治沙行动，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
达四万余亩。早几年种植的梭梭林里已经出现兔

子、野鸡、鹅喉羚、狐狸、老鹰等野生动物，生态链
逐渐恢复，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图为甘肃省民
勤县昌宁镇四方墩滩上，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珠海苏州南京的志愿者们来到民勤种梭梭，治理
荒漠化。他们经过一个沙丘时兴奋地跳起来欢呼。

百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横跨江苏省宿迁市、徐州市的骆马湖湿地栖息觅食。
陆启辉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金华市兰江水域岸边，61岁渔民陈福明收起渔网上
岸，开始四个月的禁渔生活。 胡肖飞摄 （人民图片）

云南省境内拍摄的滇金丝猴。 新华社发

老君山的滇金丝猴。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