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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守护长江的“微笑”
观江豚水域成旅游打卡地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
风。”这是唐代诗人许浑在《金陵怀古》
中描述南京长江江豚的场景。不过，
对于从小喜爱野生动物的姜盟来说，
当他工作后定居南京时，这样的场景
已不再。

给姜盟最大触动的是长江白鳍
豚。2007年，从新闻中听到白鳍豚功
能性灭绝的消息后，他非常沮丧，由此
他关注到长江另一种濒危动物——长
江江豚。

因为长着一张萌萌的笑脸，江豚被
称为长江里的“微笑天使”。然而，这一
种群的状况却并不乐观：1991年，长江
江豚数量为 2700 多头，2012 年仅存
1000头左右。为保护江豚和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2014年9月，南京长江江豚省
级自然保护区获批成立，想要“为江豚做
点什么”的姜盟，在同年和伙伴们发起
成立了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

成立志愿服务队、打造科普宣讲
团、举办公益讲座和活动、建设江豚科
普馆、推广江豚IP……姜盟看到，越来
越多人认识江豚、喜爱江豚，越来越多
的社会力量加入到长江大保护中。

更重要的是，昔日几近绝迹的江豚
“能见度”越来越高。

江豚科考惊喜连连
数量首次实现历史性回升

对于姜盟来说，印象特别深的是
2022年9月开启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
也是对自己守“豚”多年的一次考核。

这是继2006年、2012年和2017年
之后，第四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
察，也是长江十年禁捕后首次科考。长
江江苏-上海段的调查，姜盟参与其中。

作为目视记录组成员，姜盟每天克
服着眩晕进行观测记录，“累并快乐
着。”每一次与江豚邂逅的瞬间，他都难
掩兴奋之情。“2017年，江豚在江苏主要
是集中在南京、镇江，再下游就基本没
有发现了，这一次，我们在江苏沿江的
城市里，比如苏州、南通、泰州，都发现
了江豚，南通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族群，
说明江豚的活动范围在逐渐变大。”他
说。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2年全流域
长江江豚考察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姜盟

的说法——长江江豚数量为1249头，
相比2017年，5年内增长了23.42%，种
群数量止跌回升，呈现恢复性增长。考
察中也发现，长江中下游干流栖息地水
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满足江豚等水生生
物生存的需求。

今年9月4日，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通报了2023-2024年长江江豚省级自
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动态调查情况。
目前，南京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65头，
相比2022年增长4.84%。

江豚保护工作，正在努力向好的方
向不断发展……

在发展与保护中
寻找人与江豚共处之道

当前，江豚的数量在增加，但极度
濒危的状况依然存在。大保护之后，如
何让“微笑”驻留？

“长江江苏段航运发达，这是社会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但繁忙的航运会影
响江豚的生活，如何让双方能各自安
好？”在姜盟看来，人类不可能不发展，
但生态环境也不可能不保护，寻找保护
与发展间的平衡点很重要。

寻找人类与江豚的共处之道，南京
已在尝试。

为了保护江豚，横跨长江南京段的
锦文路过江通道从三塔悬索桥方案优
化为双塔三跨吊悬索桥。“优化后的方
案，桥梁主跨跨径将达到2186米，在
江中没有任何永久性的设施，尽量不
打扰江豚的生活。”南京市公共工程建
设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方案修改
后，在施工难度、施工周期等方面都会
有所提高，“但为了保护江豚，做这些是
值得的。”

据了解，这不是南京首座“为江豚
让路”的过江通道，目前已建成的江心
洲长江大桥、在建的建宁路过江通道，
每条过江通道规划建设过程中，都十分
重视对长江江豚的保护，争取把对江豚
的影响降到最低。

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让姜盟看到了
希望。“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
等级，我们觉得特别高兴，同时也希
望江豚能够像大熊猫一样，迅速摘掉

‘帽子’，让‘长江漾清波，江豚逐浪高’
的美好画面成为日常。”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杨力 杨涛苟春

“就像想见老朋友一样！”每天，
70多岁的南京市民朱明雪都习惯性
地带着相机去江边坐一坐——这是
他对江豚的挂念。

长江江豚，作为长江现存唯一的
鲸豚类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是长江生态的“活化石”和“水中
大熊猫”，更因嘴部弧线天然上扬呈微
笑状，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使”。

朱明雪在南京江岸边追江豚10
年，从过去的长时间“蹲守”，到如今
的“随手抓拍”，江豚于他，从“难得一
见的野生动物”，成为了时常“碰面”
的“老朋友”。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但在朱
明雪的印象中，与江豚的“初相见”却是
1969年。“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江
豚是被驱逐的对象，为了保证长江里游
泳的人的安全，用船去赶它们。”他说。

再次与江豚“见面”，已是 2014
年底。当时正在江边散步的朱明雪，
偶然看见江中跃起的黑色身影。此
时，他对江豚的印象，停留于“珍贵的
保护动物”。为了记录这难得的影
像，他拿出了相机，“没想到，越拍越
上瘾。”

10年来，除了下雨或有事耽搁，
朱明雪几乎每天都要带着相机、三脚
架和小马扎去江边。南京鱼嘴公园、
子母洲、新济洲……“之前是听别人
说哪里出现了江豚，就骑着电瓶车去
碰碰运气，现在有经验了，基本上可
以‘精准’定位了。”他说。

通过 10 年的观测，朱明雪和江
豚建立起了默契。“每年的 2 月底到
六七月，江豚基本会在江心洲这一带
活动，然后就离开这里往前面一带活
动。9月之后，水文站那边又可以看
到江豚了。”

此前，记者和朱明雪一同来到江
心洲。此时并非江豚的活跃期，但等
待大约半个小时，江豚便现身了。

关于江豚的照片，朱明雪已装
满了 3 个硬盘，而这仅仅是他拍摄
数量的十分之一。“拍了有差不多10
万多张了吧，但总觉得没拍够。”在
朱明雪看来，江豚不仅有着迷人的
微笑，还有着千种姿态，跃起的、翻
滚的、点头的、喷水的、独自漫游的、
成群嬉戏的……

朱明雪坦言，他和朋友拍到的好
作品，多出自2020年以后。2020年，
长江流域的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
捕捞，次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
渔全面启动。

“以前江边都是钓鱼的人，还有人
用甩钩，我们拍到的江豚，有的身上都
能看到伤痕。”禁捕禁钓后，江豚数量
明显增多，在朱明雪时常拍摄的江心
洲一带，“江中江豚欢乐嬉戏，江岸游
人休闲散步”已成为城市新景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冰清 杨力杨涛 苟春

南京市民朱明雪拍摄的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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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碧水，草木葱茏，风起
浪高，江豚跃舞。

秋日里的江苏南京崇启大
桥等地，仍有江豚迎着晨辉露头
戏水，它们肥嘟嘟但又矫健的深
灰色身影，被不少市民用相机记
录下来。

得知这一消息，南京江豚水
生生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姜盟有
丝意料之中的欣喜，“长江水质
好了，江豚也多起来了。”作为第
四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
也是长江十年禁捕后首次科考
的队员之一，姜盟亲眼“见证”了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首先实现历
史性回升。

10月24日，在长江江豚保
护日到来之际，姜盟更忙了，从
工作到朋友圈，都有江豚的身
影，同时也是向更多人讲述人类
与江豚和谐共生的故事……

南京市民和游客在长江边上观江豚。杨涛 摄

南京江岸边“追江豚的人”：

他用镜头守护
长江“微笑天使”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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