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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地球上大熊猫在中

国仅存的四大栖息地之一，

北亚热带与暖温带交汇的气

候 孕 育 了 丰 富 的 动 植 物

资源；

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生

物多样性基因库，是甘肃乃

至西北地区最富生机的天然

动植物乐园；

这里栖息着110只野生

大熊猫，是全球34个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作为国宝大熊猫的家

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

片区一直备受关注。频频出

镜的“萌宝”，更使其热度

持续攀升。

当地在大熊猫高水平保

护和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

建设做了哪些工作？近日，

记者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一

探究竟，想一睹“萌宝”的

芳 容 ， 亲 近 大 熊 猫 待 的

“家”，感受万物生灵的美

丽与活力。

前一阵，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分局副
局长刘万年刚参加完最新一次巡护。他说，
虽然现在监测技术发达，但仍然要时时上山
巡护。

作为岷山东端绿色宝库的白水江片区，
生态环境总体良好，大熊猫得以繁衍至今。
然而，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类活动，植被
被破坏，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

“当时的情况确实触目惊心！”1992
年，刚刚从林校毕业的刘万年被分配到白水
江分局，开始投入巡护工作，仅仅靠着两条
腿、一个望远镜，翻山钻林做实地调查。

“巡护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问题，打击盗
猎、盗伐等行为，加强管理，防止栖息地遭人
为破坏干扰；监测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保护
区内大熊猫的区域分布状况以及不同季节大
熊猫的区域分布变化，为大熊猫保护科研工
作和种群评估提供数据。”刘万年介绍。

晃眼间，刘万年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2

年。白水江保护区自2002年开展巡护监测工
作以来，每年，他和同事们都会对保护区进
行三次野外监测和全面巡护。

野外环境山高路险，气候多变，给巡护
监测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常
年行走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上，吃干粮，喝
冰冷的雪水，岩壁陡峭处，巡护队员只能拽
着树枝向山上爬行。

“在核心保护区巡护，我们要背上四五
十斤重的行李，带上帐篷、睡袋、食物，还
有红外触发相机、GPS定位系统、经纬仪等
设备调查各处人为活动情况、摸排动物活动
踪迹、更换相机存储卡片、消除火灾隐患
等，常常上山半个月才能完成任务。”说起
巡山的故事，刘万年如数家珍。

走进山里，高山上密林苍翠、枝头上虫
鸣阵阵、山谷里溪水潺潺，令人心旷神怡。

如今，随着科技发达，通过开展“空天地”
一体化监测，构建起“智慧”白水江监测平台，

在核心保护区布设了87条野外大熊猫种群动
态监测线路，布设常规红外相机300台，并成
功建成14套野生大熊猫固定视频监测体系，
布设实时回传相机640台，购置无人机25架，
最终搭建起智慧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监测
平台，记录下海量珍贵的珍稀动物影像。

“智慧监测系统、红外相机、无人机等
高科技手段在白水江片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为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筑牢了坚实后盾，有力促进了野生动
物种群的稳定和生态平衡的恢复，大幅提升
了监测保护工作的效率。”刘智对野外视频
监控系统详细地作了介绍。

如果将保护大熊猫比作是在自然界中撑
起了一把“保护伞”，那么在大熊猫国家公
园的“伞”下，众多生灵将得到更好的呵
护、成长。

“前一阵，我们救治了一只受伤的成年
体黄鼬。当时它左眼受伤流血、腹部隆起，
并伴有血便，且不能自主进食。经过三天的
精心治疗与护理，待其完全康复后放归野
外。”刘智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野
生动物是应有之义。

走进白水江片区，虽然没有一睹大熊猫、羚
牛、金丝猴的踪迹，但记者有幸走进大熊猫国家
公园白水江生态体验馆，看骨骼模型，赏动物标
本，直觉新奇有趣。

翠竹环绕、线条流畅，熊猫元素点缀其
间……白水江生态体验馆处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入
口处，通过艺术设计和利用声光等高科技，惟妙
惟肖地展现了大熊猫等“萌宝”的生活，可谓白
水江片区的“会客厅”。

“生态体验馆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
为基底，融合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情景体验展
示中心，旨在引导和激励全社会参与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设和生态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
分局基建办主任杜敏周说。

结合声、光、电，可以感受到各种动物的叫
声；通过现场互动装置，可以和猴子等各种动物
通过比画动作进行互动；登自行车，感受大熊猫
史前时代的生活环境、大熊猫同时期动物以及大
熊猫从古至今的演化历程……

在体验馆，杜敏周一边比画一边饶有兴致地
介绍。通过这些元素的组合，营造一个魔幻、开
放、趣味的体验场所。

除了体验场馆外，这里还建了由室内室外两
部分组成的大熊猫生活馆，其生态环境无不模仿
着大熊猫的自然生活环境，其中室外的开阔活动
空间则如“儿童”乐园：竖起了千秋架，种植了
树木，供大熊猫玩耍运动。

“这一设计既凸显生态特色，又兼顾大流量
游客的安全，到时游客从360度全方位可观赏大熊
猫活动。”杜敏周介绍。

从碎片化栖息地到整体的国家公园，从“九
龙治水”到统一管理，大熊猫的保护是全球野生
动物保护的经典成功案例。

保护，需要传承。6月17日，大熊猫国家公园
白水江分局在白水江自然博物馆、大熊猫驯养繁
殖中心、西沟白水江生态体验馆开启自然教育
周。在自然教育师的引导下，文县一中等学校的
学生深入了解了白水江园区的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通过聆听自然教育师讲解、观看保护纪录片、
开展自然游戏、填写调查问卷等环节，希望孩子们
不仅能够领略到大自然的美丽，更重要的是认识到
尊重与保护自然的重要性。”杜敏周说。

而在位于文县县城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
分局白水江自然博物馆，作为集科普与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性场所，它充分发挥独特的教育功能，
今年1至5月期间，就成功开展宣讲活动15次，累
计吸引参观人数超过1000人次，为众多学生和公
众提供了了解生物多样性、树立保护生态环境意
识的优质平台。

“今后，我们将组织更多的研学活动，以生
动的授课方式介绍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习性、种
群状况、保护情况等，让青少年观察到更多的野
生动物，掌握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不断增强生
态保护意识，共同保护我们的大熊猫国家公
园。”刘万年说。

万物生灵，美美与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要实现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让我们携起手来，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大熊猫的家园必将更加美丽。

大熊猫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
般控制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对人为活
动和开发性、生产性项目建设活动实行严格
的差别化管制。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如何
破解？

近年来，享受到生态红利的干部群众保
护意识明显增强，保护栖息在这片土地的万
物生灵。

“靠山吃山”的传统产业难以为继，产业
转型势在必行。距离白水江片区保护站不远
处，便是令人向往的阳尕山铁楼藏族乡李子
坝村阳尕山社。放眼望去，坐落于群山环绕
之中的阳尕山寨显得格外美丽、祥和。

“村子里到处都是青石路、流水，还有栅
栏、蔷薇花，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着眼

于发展生态旅游而依山而建的归园田居民
宿，青瓦白墙三层小楼格外“显眼”，慕名而来
的游客被原生态景观深深吸引。

结合康养休闲度假与生态人文，当地群
众收入不断提高。2023年文县接待游客数量
507.8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大幅增长，
形成良好的生态格局，逐渐化解了人与动物
争环境、保护与发展争空间的矛盾。

而在紧邻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的文
县铁楼藏族乡，经过积极申报，目前这里的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已逐步展开。

“我们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打造传统村
落集群，推进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探索传习
所、博物馆、民宿、农家乐、文创中心等多种建筑
改造方式。”文县住建局副局长王乔生说。

他介绍，文县通过制定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实施等相关方案，明确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工作重点，提出重点对象与推进细
节措施，同时将其纳入多项规划，列入全县发
展“大盘子”，将不断推动传统村落的全面可
持续发展。

镜头转向另一边，更多与生态文旅产业
相连的项目，目前正在有力有序推进中。在
城关镇刘家咀村，占地面积75.6亩的文县白马
峪传统村落保护及文化传承项目也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

“我们以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为核心支撑，
实施文化保护传承、白马峪河传统村落人居
环境整治及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工程，激发
文化产业赋能文县乡村振兴新动能、新活
力。”该项目总经理邹林城介绍。

借助生态旅游，这里将建成民俗文化展示
中心、沉浸式体验中心及非遗文化传习所五大
工程，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创收致富。

共享家园

保护之路

生态福祉

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一个大
熊猫在地上“蹭痒痒”，网友评论：“国宝
也怕痒？好想上去帮它挠一挠。”

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这里的野生大熊猫
“遛弯”画面。画面中，一大一小两只大熊
猫先后“出镜”，悠闲散步，憨态可掬……

有了国家公园的庇护，大熊猫频繁出没
如今成了“不是新闻的新闻”。

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地处岷山东
端的摩天岭和西秦岭山地，片区总面积25.71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87.49%，园区内珍稀濒
危物种丰富多样，复杂的地形与丰富的湿热
条件相互交融，孕育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
及众多特有动植物物种。

为确保这些珍稀动植物得到更好的繁衍
生息，2017年，中央批准以白水江自然保护
区为主，整合周边的裕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洛塘林场和岷堡沟林场部分区域，建设大熊
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

在这里，不仅能与羚牛、黄喉貂、毛冠
鹿，以及珙桐、独花兰等珍稀动植物不期而
遇，还有可能发现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白
水江片区共有野生大熊猫111只，均分布于
海拔1700米以上摩天岭一线的针阔混交林和
落叶阔叶林带中。

今年4月，白水江片区的野生大熊猫进
入求偶期。工作人员在查看野外布设的实
时回传相机时发现，从4月2日至4月27
日，多次拍摄到大熊猫在相机前活动的画
面，这也是国内首次不到一月时间便在同
一地点拍摄到5只不同野生大熊猫个体，实
属罕见。

“野生大熊猫是森林中的‘独行侠’，
对人类气味很敏感，‘偶遇’频率的增加代
表着栖息地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大熊猫的活
动范围在进一步扩大。”白水江分局大熊猫
驯养繁殖中心主任刘智介绍。

在驯养繁殖中心，记者看到，通过监测
体系，“熊出没”的精彩画面时常上演：有
的画面里，大熊猫在大树旁转身倒立，在树
上“标记”气味；有的场景中，大熊猫在雪
后山坡上悠然自得地晒太阳、散步；有的是
成年大熊猫野外交配、延续繁殖；或者是成
年大熊猫与幼崽打闹嬉戏，这一幅幅画面无
不让这片神奇土地绽放出灵动的生态之美。

白水江片区不仅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
而且对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甘肃来说，承
载着保护国宝大熊猫、珙桐等多种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
重任。

在各方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下，大熊猫国
家公园白水江片区生态功能不断提升，生物
多样性不断丰富，野生动物分布更广，种群
不断扩大。

据初步统计，白水江片区生物资源极其
丰富，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6种、二级保护
植物44种，省级重点保护植物17种，中国特
有种995种。珍稀濒危物种丰富，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11种，二级保护动物41种，省级
重点保护动物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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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 杨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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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江片区采集的蝴蝶标本

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生态体验馆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冉创昌摄）

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