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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

大型主题采访行动

走进巍巍                感受中华祖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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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二郎
救下山
——记牛尾河二郎坝保护站巡查员郭俊武

本报记者 郑晔

在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有一

只成年大熊猫“二郎”，是人们关注的

明星国宝。很少有人知道，“二郎”是陕

西太白牛尾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二郎坝保护站巡查员郭俊武救下来的。

那是 2009 年冬天，郭俊武和同事

们例行进山巡查，走了两天两夜进入深山

密林。突然，郭俊武循着雪地上的痕迹，发现

在竹林边，有一个圆滚滚的身影，“好像是一

只大熊猫！”他们靠近一看，这是一只大熊猫

的幼崽，只有十来斤的样子，因为缺少食物和

照看，在雪地里奄奄一息。郭俊武赶紧脱下外

套，紧紧地包住幼崽，抱在怀里带下山，放在

暖和的房间里，用奶瓶喂奶。后来，这只幼崽

经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中心治疗，得

以健康成长。因为是在太白县二郎坝地区发现

的，这只大熊猫被起名“二郎”。

从 2005 年陕西太白牛尾河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成立，

郭俊武就成为这里的一

名野生动物巡查员。15 年来，

郭俊武和其他 4 名巡查员一道，每月都要沿

着 12 条巡查线路，仔细查看野生动物生活环

境的变化，通过食物痕迹寻找大熊猫等野生

动物的行动轨迹，为珍稀动物保护积累详尽

的第一手资料。无论山外的日子怎么变化，他

们始终用双脚丈量着牛尾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14000 公顷的土地，始终守护着这里各类珍稀

动物的安全。

用镜头记录秦岭四宝
——记太白县农民摄影师匡建利

本报记者 郑晔

“早上刚钻出帐篷，就看见十几头羚牛摇

着尾巴，在营地旁边的水坑饮水。那个画面太

美了！”回忆起多年前与羚牛的一次邂逅，太

白县农民摄影师匡建利满是陶醉。

今年 52 岁的匡建利是太白县咀头镇拐里

村人。在他的镜头里，金丝猴趴在枝头“卖萌”，

调皮可爱 ；雪地上的红腹锦鸡羽毛鲜艳，好似

“走秀”；朱鹮在蓝天下舒展着白色的翅膀，像

秦岭里的天使。每一次拍摄，都让他如醉如痴、

沉醉其中。

就这样，以摄影定格秦岭生态、记录野生

动物，匡建利一直坚持自己的喜好。十年里，

他用双脚走遍太白的

山山水水、沟沟峁峁，

拍了上万张照片，留

下了无数珍贵瞬间。

他拍摄的照片多次在

省市摄影大赛中获奖。

匡建利说，这些年，秦岭

生态越来越好，野生动物

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会一直

坚持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太白最

真实、最美丽的风景，记录“秦岭四宝”的幸福

生活。

青山绿水好家园
本报记者 郑晔

6 月 12 日，

大熊猫国家公园

太白山管理分局的野

外调查队员在太白山海塘

河冰凌沟，发现野生大熊猫在5

年后首度回归，这是大熊猫栖息地

生态恢复的有力证明。

除了专业人员与国宝大

熊猫的邂逅，近年来，在位于

秦岭生态保护核心区的

太白县，村民、游

客偶遇秦

岭野生动物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 ：

今年 4 月 30 日，在太白县靖口

镇，十几位农民在玉皇山老庙附近，

发现一只下山觅食的雄性金丝猴。金

丝猴拿过村民递来的油饼，边吃边互

动，毫不“怯场”；

2019 年国庆节期间，广东游客

卢东萍在黄柏塬景区偶遇 12 只金丝

猴，沈阳游客王先生目睹三头羚牛

在景区散步，而“不甘寂寞”的大熊

猫也在景区的道路旁“悠闲”踱步，

引发围观。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省境内，

大熊猫约有 345只，朱鹮约有 4100

多 只，羚 牛 超 过 5000

头。多年的生

态治理，为秦岭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创

造了空前优越的外部条件，以“秦岭四

宝”——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

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数量种类越来越

多，使秦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典范。

执法  筑起生态屏障
1999 年起，秦岭全面禁伐，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秦

岭生态进入“全面修复模式”；

2007 年，《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正式实施，秦岭生态进入

“整体保护模式”；

2018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

于全面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决定》，秦岭生态进入“高质量保

护模式”；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对秦岭保护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秦岭

生态进入“祖脉保

护阶段”。

不断强化、细化的保护政策，体

现出从中央到地方保护秦岭生态的

信心和决心。

地处秦岭腹地的太白县，2780 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林地面积 390 万亩，

森林覆盖率 91.96%，绿色植被覆盖率

95%，是秦岭生态保护核心区、全省重

点水源涵养区，承担着生态保护、水源

保护的重任。保护秦岭生态是太白人

责无旁贷的重任。近年来，太白县坚持

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统揽工作全局，

扎实推进秦岭违建别墅及“五乱”问题

整治，深入开展打击破坏秦岭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全力打好

“青山、蓝天、碧水、净土”四场保卫战。

在全县重点区域、进山口设立检查站

点 45 个，定期开展巡山检查、市场检

查。组织全县 570 名生态护林员、175

名生态网格员，按照划分片区，常态化

开展巡山清套工作。依托公安系统“雪

亮工程”，在全县重要村口路口安装视

频监控、人脸识别装置、电子围栏，做

到了排查监管全覆盖。太白县还对违

规交易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全县中

药企业、电商企业、快递企业全面清查

整顿，建立联合执法常态化检查机制，

彻底斩断“黑色产业”内销网络。

一系列保护政策出台，

禁枪、禁猎、禁伐全面实施，使

秦岭植被越来越好，野生

动物生存环境逐渐优

化。“砍伐直径 6 厘

米以上的树木，

就是盗伐林

木罪！家

门口的树也不行！”“野生动物是我们

的邻居，碰不得！”——在太白县黄

柏塬镇，群众都熟悉生态保护的法律

法规，生态保护成为大家的共识。

保护  共建和谐家园
武建忠是陕西省太白林业局二郎

坝林场鳌山管护站护林员，30 多年

来，他和四名同事共同守护 5748 公顷

的原始森林。在海拔 2235 米的高度，

他们除了纠正、制止破坏树木行为，规

范游客户外行为等，更重要的工作是

查看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的变化，通过

食物痕迹寻找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行

动轨迹，为珍稀动物保护积累资料。在

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他们是离野生

动物最近的人。经过多年的巡查，他们

已经熟知野生动物的迁徙规律。武建

忠至今记得，2016 年春天一次巡山

返回时，天色已晚，他抄近路走过一个

峡谷，老远就看到一只大熊猫，这只大

熊猫一看见人，就转身往山上跑。

在太白县，像武建忠这样的生态护

林员还有很多，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给

野生动物创造了一个安心的家园。牛尾

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二郎坝保护站

站长王乖虎告诉记者，太白县境内野生

动植物资源达2170余种，其中野生动物

有97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重点

保护植物3种，省级重点保护植物70种，

是名副其实的“动植物王国”“生物基因

库”。去年，巡查员在黄柏塬地区首次发

现金钱豹的身影，这说明太白县境内的

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在逐年增加。

除了这些生态护林员、野生动物

巡查员外，在秦岭太白县境内，还有

100 多台远红外相机，隐藏在河流、密

林之中，日夜监控着野生动物的行踪。

在牛尾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二郎

坝保护站，记者看到了远红外相机捕

捉到的镜头：色彩艳丽的红腹锦鸡在

雪地上散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

竹林玩耍、金丝猴母子在林间攀

爬嬉戏。巡查员郭俊武深有感

触地说 ：“30 年前，我们进

山巡查，几乎碰不到野生

动物，现在，经过持之

以恒的管护，秦岭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

碰到野生动物的

几率也越来越

大了！”

郭俊武在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