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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北迁象群5天走出“S”型路线
6月6日1头公象离群，移动至象群东北方向1.5公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虎 廖秀 苏定伟云南现场报道

大象要来了。
消息传遍了距昆明主城区不到100

公里的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老光箐村。
6月2日傍晚，向北行进的“断鼻家

族”从山林缓步走出，抵达村庄。
楼上，近50名村民躲进村里最新的

那栋楼，怯怯地趴在三楼阳台上，激动而
不安地张望身型庞大的大象。有人举着
手机拍下短视频，却只敢窃窃私语，生怕
惊扰这群村里的陌生来客。

楼下，象群依然保持着母系社会的结
构，母象领头在前，三头大象将一头小象
夹在中间，鼻子时而触碰在一起，穿过操
场、碾过泥地、偷吃玉米。

敦厚，庄重，亲密。这是许多村民生
平第一次见到大象。

象来，平日安静的山村掀起一阵躁动。
象去，山隘深处依然回荡着几声长鸣。

在漫长的迁徙途中，象群至今还没有
伤害过人类。此时，距离象群从西双版纳

“出走”已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何以为
家？依然没人能给出答案。

访客进村

60岁的村民王琴第一次离大象那么
近。从前，大象在电视里，在手机上，很
近，也很远。

老光箐村位于玉溪红塔区北面，与昆
明晋宁区双河乡一山之隔，常住人口近百
人，是大象北进线路上“光临”的为数不多
的村庄之一。

王琴的新房子在村北端，有三层楼，
是村里最高的建筑物。大象来的时候，村
上提前组织村民防范，三楼的大平台成了
邻居们的“临时安置点”，近50人在这里
看着大象进村、出村。

“哎哟，人可多了，都挤在这里拿出手
机录视频、看稀奇咧。”6月4日下午5点，
王琴正招呼着前来安窗帘的工人。说起
大象，她脸上掩饰不住笑意。这栋漂亮大
气的新房子，还没正式入住就发挥了这么
大的作用，她觉得“挺有面儿”。

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在她的印象
中，活了60多岁，大象组团进村“观光旅
游”，还是头一遭。

“以前就在电视上看过大象，哪能这
么近看到这么多大象啊。”王琴说，大象在

村庄逗留了半小时，村民们只敢窃窃私
语，生怕惊扰了象群。“我们悄悄在看它
们，它们有注意到楼上的我们吗？”

对于大象进村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对
庄稼的破坏，朴实的王琴并未多想，她盼
着大象经过。但若绕道而行，在她看来，
也是“运气”。

大象走了，山头上的玉米地没能把它
们留下来。看着眼前采访自己的陌生人，
王琴挥手送别，一如大象进村，对她而言，
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

掉头南迁

6月2日晚9点左右，象群穿过农田、
越过山林，沿着山路向上走，路过距离老
光箐村3公里左右的森林消防检查站。

山路上，零零散散一串杂草，象群经
过时，将草踩踏在地上，印下深浅不一的
脚印。森林消防检查站站门也凹下去了
一块，值班村民阿龙称，当晚象群经过时，
或许试图将门撞开，留下了凹痕。

阿龙回忆，村支书提前两天就通知，

大象可能会来到村里，让大家暂时不要外
出，于是他没有到检查站上班。象群经过
后的第二天，才发现站门被损坏。

当晚，大象来到老光箐村后，逗留了
大约半个小时，就离开村庄往双河乡核桃
园行进。

“64 岁了，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大
象！一头都没有。”阿龙感慨。

象群持续北移。3日下午，村民们在
双河乡料草坝村和老江河村之间发现象
群。同时，多名工作人员将玉米、秸秆和
水放置在沿途小路上，通过围堵加食诱的
方法，引导象群行进方向。

3日晚7点40分左右，15头大象摇摆
着鼻子，从山坳里走出，掉头向南，沿着宝
夕公路向夕阳乡走去。这是它们从西双
版纳“出走”以来，首次向南掉头。

4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前两日双河
乡石槽河设置的卡点已经拆除。新的卡
点设置在料草坝村，距离石槽河南边6公
里左右。

现场人士称，象群沿着宝夕公路继续

南行，4日早上9点左右，到达当地法古甸
附近。法古甸离玉溪辖区不超过 5 公
里。“如果继续往南、西北、西南方向行走，
将很快离开昆明辖区，进入玉溪境内。”

5日，象群先行向西南再转向西北迁
移12.1公里，由双河乡进入夕阳乡活动，
这是它们来到昆明辖区的第4天。

何以为家

“断鼻家族”此行终点在哪儿？没有
人能做出解答。

“昆明动物园有现成的大象馆，将这
15 头大象直接引进去啊！”有网友认为，
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大象再也不用长途
跋涉找新家，还可增加动物园的名气，因
为15头大象早已成为“网红”，可以带动
全民观赏的热情。

对此，昆明动物园表示不大可能接
纳“断鼻家族”，一是因为园区目前的场
地太小；再者，如何将这个家族引诱到动
物园内，也是个难题。

有网友在自媒体上给出了一个自己
的“可行性意见”，他设想在昆明呈贡新区
红山尖山一带，为象群安个新家。

该网友支招：“昆明呈贡新区广电苑
对面，红山一片，山头一直延续到云大南
门的尖山，除了尖山山势略高，其他都是
缓坡山头，森林覆盖率高。将野象群收到
这一片圈养，趁机启动早期讨论过的新昆
明动物园选址，作为昆明旅游新名片。现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云南野
象群数百公里长途北迁，把它们就地留在
昆明的机遇百年难遇。配合生物多样性
大会，带动昆明旅游和新区形象，千载难
逢，时间紧迫，当机立断。”这名网友还画
出了象群“新家”的具体位置。

一直监测象群“北迁”轨迹的云南大
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亚洲象
研究中心负责人陈明勇表示，在昆明这样
的大城市附近，为15头大象安新家显然
不合适，昆明附近缺乏大象喜欢的植物，
而靠近大城市，安全就是一个大问题。

是“出逃”还是“ 迷路”？陈明勇表
示，此次15头亚洲象远距离“北迁”的确
切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千年前，亚洲象居于长江中下游平
原，后迁至云南。而今，“断鼻家族”进
入人类现代文明领地，在人群的围观与惊
讶中，走向未知的归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虎 廖秀 苏定
伟）截至 6 月 6 日下午 4 点 50 分，受持续
雷雨天气影响，云南北迁亚洲象群西北迁
移后转向南下，总体向西迁移 5.5 公里，
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彝族乡活动，人
象平安。1头公象离群，移动至象群东北
方向1.5公里。

6月6日凌晨，夕阳乡先后有两次强
降雨。当日凌晨 0 点 30 分，云南省森林
消防总队无人机夜间红外监测显示，象群
活动减少，有时还抱团取暖。

为做好布防工作，现场指挥部采取
地 面 人 员 与 无 人 机 跟 踪 相 结 合 的 方
式，24 小时不间断加强象群监测，确保
每头象都在监控范围内。6 月 6 日投
入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 440 余人次，出
动应急车辆 115 辆、无人机 14 架，劝返
车辆 150 余辆次，做好群众疏散，确保
沿 途 群 众 和 象 群 安 全 。 加 强 研 判 分
析，针对象群可能继续迁移路线，开展
引导和布防。克服强降雨带来的监测
困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人员

开展地面追踪。密切关注离群公象，关
注迁移动向，研究引导和处置方案，全
力抓好监测、预警和布防，严防潜在安
全风险。

鉴于临近高考，现场指挥部与相关部
门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及时通报象群迁
移动态，有针对性地保障铁路以及高考期
间送考道路通畅和考生人身安全。向玉

溪市政府发出提醒函，要求易门县、峨山
县提前预警、提前布防，确保无缝衔接。
紧急协调与昆明晋宁交界县市区合力布
防，保证象群迁移通畅。

制图 高翔

云南玉溪老光箐村的陌生来客：

北迁象群进村
新楼房成半数村民“临时安置点”

追象记

老光箐村村民的新楼房成半数村民的“临时安置点”。 北迁象群进入老光箐村。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