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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长江是一首
交响曲，那么，华彩的一
章在上游便已开启。

在8月15日首个全
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川流中国”报道组从
长江源出发，伴江走，
行上游。在上下古今
间，去记录长江上游千
年相伴的朝朝暮暮；在
放眼未来中，去寻找携
手共赢的巨大合力。

日月出人其中，隔
岸但见山影。于长江
上游而言，一路收纳了
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
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
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
洪流。于长江中下游
而言，有大江带来的水
流，挟来的数千里泥
沙，海洋始能成其大。

因此，当我们行走
在长江上游，同样也在
回答一个问题：华夏文
明，在新时代如何更好
地传承？家国情怀间，
时代重任与个体的新生
活、新奋斗将如何融汇
成势？持久的追梦之途
上，将会有那些属于你
我的火花碰撞璀璨？

今日起，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将推出

“川流中国·上游行”系
列报道，带你去寻找这
些答案。

斑头雁，8个小时内就可以飞越喜马拉雅
山脉，被誉为“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

班德湖，长江源头沱沱河以西30公里
处，每年都会有斑头雁飞到这里繁育下一代。

“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到今年7月，11
年间，班德湖上繁衍栖息的斑头雁从1172只
增加到7072只，其他动物的数量也有较大增
长。”班德湖畔的保护站里，吐旦旦巴坐在电
脑前，屏幕上，一只斑头雁正惬意进食。

作为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站长，长
江源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
尔木市沱沱河镇唐古拉山乡原住民吐旦旦
巴，是长江源沱沱河沿区域的多样性保护见
证者，更是参与者。“长江源是斑头雁最重要
的繁殖地之一，只要守好长江，守好源头，就
能守护住下游的千千万万。”他说。

11年见证
斑头雁数量增加到7072只

从唐古拉山镇出发，沿着扎木曲，大约一
个半小时车程，便能到达班德湖。班德湖在
长江正源沱沱河上游，海拔4600多米，人烟
稀少，气候恶劣。

临近班德湖，几间白色集装箱搭建的房屋
映入眼帘，这是为守护斑头雁建立的保护站。

斑头雁——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
一，它的迁徙跨越达8000公里路程，可飞越
喜马拉雅山脉。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斑
头雁的数量约7万只，属于濒危动物。长江源
地区是斑头雁重要的繁殖地，而班德湖是长
江源地区斑头雁最密集之地。

吐旦旦巴是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站
长，也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站在班德湖
畔，谈到斑头雁的保护，对于他而言，这份刻
在骨子中的使命感最初来自于母亲。

在吐旦旦巴小时候，每到斑头雁营巢产
卵季节，一些牧民会将斑头雁的蛋当作食
物。出于好奇，他也成为其中一员。被母亲
发现后，他被狠狠地批评教育一番，母亲还让
他去建了一座石塔忏悔。

吐旦旦巴回忆说，加入民间环保组织“绿
色江河”后，他参与了在班德湖建立保护站，
之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守护斑头雁。

在白色集装箱房屋还没建成时，志愿者
们在湖边扎帐篷、住睡袋，用牛粪生火。害怕
对鸟类孵化造成干扰，他们尽量少上岛，少靠
近湖边。

如今，班德湖基地已配备了专业云台摄
像机在内的多个科技设备，可远程对班德湖
的鸟类进行全方位监控。

从2012年保护站建立到现在，11年过
去。监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斑头雁的数量
已从1172只增加到7072只。

为了这片草原
辞去铁路工作投身环保

长江正源沱沱河，东支发源于青海省格
拉丹东雪山群西南侧姜根迪如冰川，西支源
于尕恰迪如岗雪山西侧，经年累月，穿越冰川
淌过积雪，于谷地汇聚成河，与109国道在唐
古拉山镇相遇。

进入小镇前，首先要经过“长江第一桥”
沱沱河大桥。站在沱沱河大桥桥头，脚下的
沱沱河绵延远方。10多年前，吐旦旦巴曾站
在这里，看到沱沱河中漂浮着的塑料瓶、塑料
袋，看到远处草原上垃圾随意堆放。

穿镇而过的109国道，数以万计的车辆
昼夜不停地行驶在路上。随着旅游业的开发
和兴盛，越来越多的游客造访高原，各种瓶
子、易拉罐和塑料袋等垃圾被人们带到这里。

“最严重的时候，这里的水坑都已经发黑
发臭了，路边全是垃圾。”吐旦旦巴说，一些有
油渍、味道鲜香的塑料袋会导致野生动物和
牛羊误吃而死亡。

作为原住民，吐旦旦巴见证了家乡几十
年生态环境的变化，在与现代生活的这场“环
境保护战”中，他成为最早响应的一批人。

2011年，吐旦旦巴辞去建设青藏铁路的
工作，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中。

揭秘“垃圾调查”
赛马会成理念传播机会

在长江源保护站，住着一群“捡垃圾”的
人。他们中，有“绿色江河”的员工，更多的是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提起高原上“捡垃圾”，吐旦旦巴和同事、

志愿者们，更愿意被称之为垃圾调查者。自
2003年起，“绿色江河”就沿着青藏公路对高
原垃圾的分布和污染情况展开调查。

在多年的长江源区垃圾状况调查基础
上，“绿色江河”制定并实施了“垃圾换食品”
计划。牧民可以将分散在牧区的垃圾，特别
是不可降解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收集起来，
带到保护站，即可换得相应数量的食品和生
活用品，如大米、饮料、食用油等。

草原上牧民分散，两户人家间的距离往
往超过二三十公里，要挨家挨户宣传环保困
难重重，而赛马会等节庆为吐旦旦巴提供了
机会。

“举行赛马会时，所有牧民会集中起来，
我们也利用这种机会，给大家传播环保理念，
效果很好。”吐旦旦巴说，草原的子民内心深
处爱着草原，为了这份洁净，大家都愿意参与
进来。

今年22岁的牧民平措格桑每半个月会到
镇上一次，采购生活物资，出发前，他都会将
垃圾整理打包，带到镇上去处理。

“有时候会用垃圾去换一点食物，更多的
时候是出于习惯，将垃圾带走，不污染草原。”
和平措格桑一样，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当地
牧民已不再随意丢弃垃圾，而是习惯性地打
包带往镇上处理。

动物们的反馈
“它们不会跑也不怕人了”

坐在保护站外，吐旦旦巴背后的班德湖
波光粼粼，斑头雁在岸边栖息。远处，浮云覆
盖山峰，牛群在广袤草原觅食。

环境变好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最直观的感受来自野生动物的反馈。“现
在，我们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如果人少一点
的时候，这些斑头雁带着幼鸟，在离你不到
10米远的地方都不会跑。”吐旦旦巴感到很
欣慰，在往返保护站的路上，他看到藏原羚、
藏野驴等，彼此相隔五六米的距离，这些动物
也不会逃跑，“没有破坏，没有伤害，它们不怕
人了。”

成为“长江守护者”后，这十余年，从几
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次行动到守护日常，吐
旦旦巴觉得沱沱河变了，却又没有变。变的
是守护绿色生态的意识，不变的是家园梦中
的底色。

“我们的初衷就是守好长江源，让它一直
都干干净净，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漂亮。”未
来，吐旦旦巴希望团队的工作数据和记录，能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的动物监测和保
护工作，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和示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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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守护者”吐旦旦巴：

守好源头，就能守住下游的千千万万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习近平

吐旦旦巴站在班德湖畔眺望远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虎 肖洋

青海摄影报道

斑头雁。
“绿色江河”供图

班德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