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自然界物种，您首先会想到什
么？大象、苍蝇，还是章鱼？

地球拥有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令人
敬畏的蓝鲸，是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动

物 ，其 动 脉 血 管 能 完 整 容 纳 成 年 人
类；微小的水甲虫拥有坚固外壳，

可以从青蛙的肠道逃出生天；现
存最古老的刚毛松，比埃及金

字塔还年长 2000 岁。
物种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那么，自然

界的动植物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蜜蜂通过舞蹈来进行种间交

流，当这些小家伙发现花粉优质且充足的花
朵，或条件不错的新窝地点后，它们会在返回
蜂巢后，使用“摇摆舞”为其他蜜蜂指明方向。

依靠超凡的生存技能，蜜蜂为80%的开花
植物授粉，包括130多种重要的农业经济作
物，它们对我们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蜜蜂发挥的作用还会越来越大，比如蜂
箱围栏经常用来保护农民的庄稼免受大象等
野生动物的侵袭，同时蜂蜜的生产也提供着
多样化的人类生计。

伊比利亚猞猁曾是世界上最
受灭绝威胁的猫科动物，经过数十
年来在栖息地保护、本地物种种群
恢复、异地繁殖和野外放归等方面的

努力，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自2002年
以来增加了 10 倍，从 2002 年的不到 100

只，增加到2022年的1600多只。
现在，这种猞猁终于能够发挥其作为当

地顶级捕食者的关键作用，给生态环境带来
一系列益处，控制野兔等动物数量，从而保护
河岸免受侵蚀。

在不丹，雪豹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通过
保护雪豹的高山栖息地——3.3亿人赖以生
存的水源源头也得到有效保护。

1989年以来，山地大猩猩的数量显著增
加了1.7倍，支撑起蓬勃发展的大猩猩观赏旅
游业，使数十万当地社区居民直接受惠。

这些只是自然界物种在我们生活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缩影。

最近，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专门委员会发布结论，地球上每五人中就有一
人直接依靠自然界物种获得食物和收入，全球
五万种野生动植物，满足了数十亿人的需求。

不仅是哺乳动物，一茶匙的地表土中就含
有约 10000 种不同的微生物，它们对增加土
壤肥力、净化环境污染物以及调节碳储存至
关重要。

鸟类可以为植物授粉、传播种子，一些腐食
性鸟类还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加快动物腐肉的
分解，从而大大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昆虫同样为植物传种，同时分解废弃物，充
当土壤工程师。

真菌为所有生命基提供养分，并为土壤碳
储量做出巨大贡献。

自然界物种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各
自的角色，失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产生我们无
法想象和难以承受的连带效应。

必须明白，拯救物种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时刻为防止野生动植物灾难性消失敲响警钟。

《科学》杂志此前发表的一项重要分析表
明，在超过三分之二的保护行动案例中，生物多
样性状况得到了改善，或至少减缓了下降趋势。

我们还拥有两个全球性框架，敦促世界各国
政府承诺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保护和恢复地球
自然环境及全球气候（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
度以内）——《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巴黎协定。

现在需要的是更大规模的行动。我们需要
将这些物种恢复成功的案例从偶尔变为常规。
大规模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和持续不断创
新技术都非常必要。确保我们能够更快、更高
效、更持久地发挥保护工作影响。齐心协力，认
识到人人都有责任拯救自然界生物。

（世界自然基金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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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保护生物多样性Z

Z 委员讲述·我身边的河Z

水资源对于高原人民一向弥足珍贵，行
政区域内的山川河流都有各自的缘起和文化
故事，在丰富多元的文化故事背后，那些山
川湖泊显得美轮美奂、别出心裁，在历史长
河中可能只是漫不经心的随意，但背后都有
极其丰富的水文化故事，且随着历史的演
进，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主体。

我曾担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多年，近年来，玉树立足独
特的生态区位优势，全方位、全领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建设美丽新玉树为
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在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保护方面全面实施河湖
长制，通过建制度、严执法、强创新，让水
生态保护治理护航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河湖管护实
现多项新突破。

高原山丘地区大都依山而建、傍水而
居，玉树市主城区在南北两山之间，形成东
西向延伸，“巴塘河”和“扎西科河”沿山
势地形穿城而过，而“巴塘河”是长江的一
级支流，“扎西科河”是巴塘河的支流，两
条河蹚过热闹的城市街区汇入通天河（长江
在玉树境内称“通天河”）。

多重因素让巴塘失色

随着经济社会的带动，城市化不断的扩容
和牧民搬迁聚集，巴塘河沿岸更是形成了众多
的餐饮和商铺，地震灾后重建之前城镇建设较
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巴塘河沿岸及
周边居民商铺污水垃圾直排河道，沿线生活垃
圾弃渣乱堆乱倒，河道内外随处可见废弃衣物
和生活垃圾，更有随地大小便使得周边环境恶
劣，脏乱差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水质污染，影
响鱼类繁衍生息，河道内鱼类种群逐渐减少，
欧亚水獭也因难以觅食几近消失。

另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也是影响河
岸环境的因素之一，由于当时的基础条件与治
水管水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水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缺乏，一些河道整治项目仍沿用传统治理思
路，治理成效不明显，两岸河堤不连贯，部分
河段无堤防，经常有车辆横在河道中间清洗，
甚至有淘洗拖布、倾倒剩饭残渣的现象发生，
群众不自觉的生活陋习屡见不鲜，河道管护难
度逐渐加大。

河湖长制带来“两河”新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生态惠民决策的实
施下，拉开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全州上下
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生态水利、民生水利齐头

并进，并在灾后重建的基础上加大了河道治理
和河岸生态建设，扎西科河还实施了河湖水系
联通建设，根据河道30年一遇防洪标准，对
河道进行过水断面拓宽及挡墙设计等一系列景
观改造，河道两岸建设亲水平台、风雨廊桥
等，拆除部分涉河违建和影响河道行洪的构筑
物，以此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增强景观效果，
全州全流域河湖水质得到持续改善，水生生物
种群逐渐增多，一些多年难觅踪迹的国家一
级、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时常出没，近来又有欧
亚水獭在康巴风情街的巴塘河内嬉戏觅食，全
然不顾周围群众的围观拍摄悠然自得，事实证
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助推生态旅游建设提档升级，全面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水利部幸福河湖
储备项目申报为契机，加大补短板、强弱项，
改善河岸人居环境，助推河湖空间惠民便民，
完成河岸健康评价，有序推动河岸绿色景观，
满足群众游玩休憩需求，用全新的创意营销理
念赋能水生态，打造了商业休闲文化圈，增添
沿线文化特色景观。

巴塘河和扎西科河随之旧貌换新颜，成为
新的旅游打卡景点，两河交汇处形成了新的商
业圈，两条河流都有了各自的河长，且实现了
州县乡村四级河长，同步加大了河流两岸的管
理保护力度，左岸是繁华的美食休闲康巴风情
街，右岸是热闹的格萨尔王广场和游客集散中
心，由一座彩虹桥和两座传统风格特色跨河桥

梁连接，周边有博物馆和康巴艺术中心，河流
沿线的景观和休闲娱乐环境，受到广大群众和
游客的喜爱。去年，又对河岸景观栈道及整条
街巷进行了重新升级打造，有珠宝交易市场和
澜眉夜市，形成整条河岸风情街新的商业业
态，使其成为了群众休闲娱乐新去处。

人水共和谐，相看两不厌

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巴塘河和扎西科河获
评了省级幸福河湖，巴塘河还申报了水利部幸
福河湖储备项目，现在的巴塘河可以用“一条
大河波浪宽”来说很恰当，河水清澈，并且伴
有自然清香，河面时而有鱼儿跳跃觅食，河边
常有投喂的热心群众，“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水生态环境实实在在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促进了“人水共和谐，相看两
不厌”。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已根植人们心底，三江源的壮美山河，雪山

冰川，草原牦牛，风景如画，生机盎然，切实
筑牢了江河源头原生态安全屏障，绿色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保护、治理、恢复水环境生态系
统已成为全州河湖长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州各级秉持“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的
原则，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老干部
担任河湖监督员，形成了以乡镇河湖长制办公
室为点、以沿河居民为线、以村社寺院为片、
以城镇面貌为面的群防群治网络。

河湖监督员、河湖警长、河湖记者主动作
为，马背巡河员、摩托车巡逻队等基层力量冲
锋陷阵，用实际行动将宣传引导贯穿于河湖保
护工作始终，共同为河湖保护注入强劲动力。
各级政协委员以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
怀参与河湖管护，把源头水生态放在心上，把
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监督职责，在州
县“两会”上积极建言献策，时刻关心关注水
生态建设工作，为江河源头水生态健康发展注
入力量，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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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江源玉树”短短十余个字，生动
形象地勾勒出青藏高原的魂和貌，彰显三江源的壮美山河。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部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
头，是我国和亚洲最重要河流的上游关键源区，素有“江源
玉树”之称，被誉为“中华水塔”，境内水网密布，河流纵横
交错，相互连通、经年累月滋养着高原大地，长江、黄河、
澜沧江孕育了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以及丰富的文化和景观，
江河源头的每条河流都是一条流动的“史诗”，是流淌的哈
达，是对祖国浪漫的告白。

上图：山地大猩猩
右图：熊蜂
下图：伊比利亚猞猁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
悉，该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开展的
2024年度长江鲟繁殖工作，目前已累计出苗110
万余尾，出苗数量创历史新高。

长江鲟是我国长江独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属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
危级保护物种，同时也是长江鱼类资源保护的旗
舰物种之一。

自 2011 年起，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
究中心启动长江鲟全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组织人
员进行重点技术攻关，成功建立了长江鲟的人工
养殖模式，并通过建立营养强化和温度刺激为主
的生殖调控体系，促使其在人工养殖条件下性腺
发育成熟。

2019 年以来，该中心先后取得了长江鲟全
人工繁殖成功和人工诱导雌核发育技术突破等成
果，同时攻克了冻精苗种繁育等关键技术难题。
目前该中心已基本实现长江鲟规模化繁育，2023
年放流长江鲟超 67 万尾，对长江鲟的自然种群
起到了有效补充作用。

2024 年度长江鲟繁殖工作在长江珍稀鱼类
培育基地的金沙江向家坝实验站、宜昌实验站
和三峡实验站三地同步开展，目前已完成本年
度全部 60 尾雌鱼的催产工作，累计出苗 110 万
余尾，出苗数量创历史新高，各站仔鱼生长情
况良好。

下一阶段，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将持续
做好苗种培育及本年度长江鲟放流工作，并持续
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长江鲟精子质量内分
泌调控研究、长江鲟精子冻存和冻精授精技术等
多项技术攻关，研究成果将为长江鲟等长江流域
珍稀特有鱼类的种质保护增添技术保障。

今年长江鲟繁殖数量
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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