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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多钧

7 月 18 日下午，三江源国家公园

澜沧江源园区昂赛大峡谷内，次丁正

打算前往雪豹出没的扎陇赛安装红外

相机。听说那里经常有雪豹出没，顿

时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跟着次丁前

往扎陇赛。

今年 31岁的次丁家住玉树藏族自

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二社，一家

四口人，家里没有草山，几头牛放在父

亲家代养。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之

后，次丁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昂赛

乡家喻户晓的牧民摄影师。

昂赛乡位于杂多县东南部，是三

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核心部

分。因为生存着雪豹、金钱豹、豹猫、

猞猁、兔狲等 5 种猫科动物，昂赛大峡

谷 也 被 生 态 工 作 者 和 当 地 牧 民 称 为

“大猫谷”。

跟随次丁的脚步，翻山越岭，只为

一睹雪豹容颜。不一会，便来到了扎

陇赛，这是一处山顶，山顶的南面是一

座更高的山，山坡上是一片天然灌木

林，牦牛在灌木林间穿梭觅食。扎陇

赛的北面是一座灰褐色的石山，石山

上巨石林立，巨石上还能看到很多山

洞。扎陇赛与石山被一条河流阻隔，

站在山顶能听见潺潺水声，河流顺山

而下汇入澜沧江。

山间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山时晴

空万里，艳阳高照。到达山顶后还没

来得及安装红外相机，天空便布满了

乌云，紧接着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

来袭。无奈只能坐在车里等待，次丁

为我讲述与雪豹结缘的故事。

2016 年 1 月份，次丁和同村的两

个朋友前往曲扎谷拍照，进入沟内没

多久便碰到了一只雪豹。雪豹趴在雪

地里一动不动，看到有人靠近只是睁

了一眼，很快眼睛又闭上了。

次丁和朋友将雪豹救助回去，交

到了昂赛乡政府，经过乡上的兽医诊

断，这只的雪豹不满一岁，雪豹妈妈不

在身边，或许是抓不到猎物饥饿导致

的虚弱。乡政府将雪豹喂养了 20多天

后决定放生。

雪豹放生当天，次丁和朋友也去

现场观看。当时，著名野生动物摄影

师奚志农也在现场，并和次丁询问了

雪豹救助的过程。

第二天，奚志农要进山拍摄雪豹，

次丁主动请缨为奚志农担任向导。当

年 4 月份，奚志农又到昂赛乡拍摄雪

豹，次丁再次担任向导，前后拍摄一个

多月，并顺利拍摄到了雪豹。

一个月的相处中，奚志农和次丁

关系逐渐熟络，次丁主动提出想要和

奚 志 农 学 习 摄 影 ，奚 志 农 也 欣 然 应

允。向奚志农学习摄影技术的除了次

丁，还有他的两个朋友。

之后，奚志农但凡有摄影讲座培

训，都会带着次丁三人参加，上海、广州、

四川……次丁三人去了很多地方，也参

加了很多培训，摄影技术有所见长。

“我们三人都没上过学，理论知识

学起来还是比较费劲，我们更喜欢老师

带着我们拍摄野生动物，拍摄过程中现

场指导。”次丁说，不仅是奚志农老师的

现场指导，他的一些朋友到昂赛乡拍摄

雪豹，也会为三人传授拍摄技巧。

一方面跟着老师学习，一方面在

巡山过程中尝试拍摄，次丁三人的摄

影技术突飞猛进。去年，奚志农为次

丁三人每人提供了一台照相机，镜头

是 60—600 变焦，对于次丁三人拍摄雪

豹已经足够了，实现了“鸟枪换大炮”。

次丁三人将拍摄到的雪豹照片提

供给奚志农，奚志农署三人名字后公

开刊发，《国家地理杂志》就发过次丁

三人拍摄的雪豹照片。照片刊发后，

还能获得一些稿费，少则二三百元，多

则上千元。

次丁三人拍摄到的一段视频曾经

参加过摄影大赛，并获得了一等奖，每

人获得了 1万元的奖金。

雪豹是山地黑夜的王者，崇山峻

岭间的山岩是它的专属领地，它栖息

在山岩朝阴的崖壁上。因此，次丁三

人拍摄雪豹时会格外关注山岩朝阴的

崖壁。

寻找拍摄雪豹的另一个关键就是

关注岩羊。雪豹是青藏高原食物链顶

端 的 存 在 ，它 的 主 要 食 物 就 是 岩 羊 。

如果猎捕不到岩羊，雪豹才会逮几只

鼠兔打打牙祭。也许月光迷人，雪豹

心情也不错，可一鼠辈在它眼前晃悠，

雪豹也不介意为无知鼠辈上一课，让

它们明白什么叫“鼠生艰难”。

次丁说，在昂赛大峡谷拍摄到雪

豹的概率高达 50%，绝大部分摄影者

是慕雪豹之名来的。那如何在山间找

到一只雪豹呢？雪豹隐蔽性极强，大

部分时间也并不活跃，只凭肉眼在山

间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

次丁凭借多年的拍摄经验，给出

拍摄雪豹的小技巧：“一年当中，10 月

底到 11 月份是雪豹活动最活跃的时

候，那时候野生动物少，雪豹很难捕到

猎物，它在白天也会捕猎，加上牧民搬

到了冬窝子，人类活动少，雪豹活动相

对活跃。还有就是 2月份，雪豹正值交

配季节，它们会通过叫声寻求配偶，只

要循着雪豹叫声的方向，就能看到雪

豹。一天当中，雪豹活动最为活跃的

就是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傍晚太阳落

山之后。”

而我们到达昂赛大峡谷的时间，

正是最难拍摄到雪豹的时候。这个季

节正是岩羊产完羊羔的时候，雪豹能

轻而易举地捕猎到岩羊羔羊，况且还

有很多的旱獭和鼠兔，加上牧民转场

到 夏 窝 子 ，雪 豹 几 乎 不 会 在 白 天 现

身。况且，我们到达的时间是中午，这

个时候雪豹正沉浸在梦乡之中。

我想总会有一两只雪豹失眠，或

者没有午睡的习惯，会在白天出来溜

达溜达，然而，我们并没有遇见。

次丁三人拍摄雪豹，了解雪豹，他

们认为雪豹也是迁徙动物，不会在同

一个地方长时间生存。次丁用自身经

历来论证自己的认知。

“扎陇赛这个地方，2021 年雪豹特

别多，几乎隔天就能碰上，第二年，一

周 能 碰 上 一 次 ，有 时 候 一 次 都 碰 不

到。热青村的托日邦尕，2018 年我们

住了 8 天，几乎每天能看到雪豹，第二

年同样的时间地点，我们住了一个月，

期间碰见雪豹就一两次。”次丁说。

对于这种现象，次丁给出的解释

是认为雪豹迁徙，他说，雪豹的安全意

识比较高，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生

存，就会暴露自己。因此，雪豹每年会

寻找新的生存领地，但这个领地的范

围基本都在昂赛乡境内，这就能解释

不同年份同一地方雪豹数量的变化。

我们在山顶等了很长时间，不见

雨停，只好下山。到了山下，又是晴空

万里。

下山路上我问次丁，拍摄了这么

多年的雪豹，最满意的雪豹照片是哪

一张。

“目前拍摄的所有雪豹照片中，没

有满意的照片，我总感觉下次拍的雪

豹照片一定会更好。”次丁说。

热爱雪豹的牧民摄影师热爱雪豹的牧民摄影师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大

峡谷地处澜沧江源园区，这里有着

青藏高原发育最完整的白垩纪时期

丹霞地貌和古遗址遗迹，是国内外

众多高端自然体验式漂流、科考研

学旅行和高原徒步旅游的目的地，

被称为“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中国黄石公园”。

昂赛大峡谷内地貌独特，生物

多样性丰富，孕育了雪豹、金钱豹等

多种野生动植物，特别是有“高山生

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之称的雪豹

频频在此现身，使这里成为全球最

佳雪豹自然体验点。

昂赛大峡谷中还有丰富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历史悠久的米拉日巴

古岩画和格吉部落古经堂，格萨尔

王遗址、猿人山、神龟山、吉日沟古

塔、手掌山等景点让人们仿佛身临

清净无染的胜地。

近年来，昂赛大峡谷先后成功

举办了“中华水塔国际行走大赛杂

多站”“中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澜

沧 江 源 昂 赛 乡 大 峡 谷 国 际 河 流 音

乐节”“澜沧江湄公河之约青年创

新 大 赛 ”等 十 余 场 国 际 性 活 动 ，

2022 年还被授予“中国最美星空摄

影基地”称号，丰富的文旅资源和

节 庆 活 动 吸 引 了 来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旅行者。

昂赛大峡谷昂赛大峡谷

高山上的白唇鹿高山上的白唇鹿。。

本报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谈顺珍

8 月，伴着夏日暖阳，我们从玉

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城出发，朝着海

拔 4700 米的治多县索加乡奔去。汽

车一路翻山越岭，沿着崎岖山路缓慢

前行，5 个小时后，在索加乡当曲村，

见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

生态管护员白日才松。

初次见面白日才松显得有些紧

张，但聊起脚下这片土地，他却侃侃

而谈：“我从小在索加长大，要说变化

这几年是真的快。过去我们索加乡

因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环

保 卫 士 杰 桑·索 南 达 杰 备 受 关 注 。

2016 年，三江源成为我国首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区，索加乡全境划入三

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核心区，越

来越多牧民加入到环境保护的队伍

中，我也不例外。”

一路向前，连片的草场在蓝天白

云的掩映下变得如此迷人，时不时还

能看到藏野驴、岩羊、藏狐等野生动

物，当我们拿出相机拍照时，白日才

松习以为常地说：“这些年，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我们的草更绿了，天更蓝

了，植被覆盖度逐年递增，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国家公园发生的最大

变化是什么？”面对我们的提问，白日

才松并没有急着应答，而是拿出手

机，开始分享巡护途中拍到的野生动

物，藏羚羊、藏野驴、盘羊、白唇鹿、棕

熊、黑颈鹤……频频出镜，白日才松

说：“这几年变化最大的就是，野生动

物越来越多了，特别是雪豹，从过去

的‘稀客’变成了如今的‘常客’，我们

村上每个管护员手机里或多或少都

有几张雪豹的照片，而且越来越多以

前濒临灭绝的动物又回来了，甚至有

时候出现的一些动物，我们都叫不上

名字。”

跟着白日才松的步伐，我们行走

在当曲村境内，湿地湖泊、草甸绵延、

蓝天白云“触手可及”，独特的高原生

态环境震撼人心。

“公园建设初期，大家就是简单

的捡垃圾和巡护，现在园区管理处

给我们配发了统一的工作服还有照

相机、摄像机、望远镜、移动办案终

端、现场勘查箱、对讲机、医用氧气

瓶、医用急救箱、户外炉具套装等装

备，通过一次次的专业培训让我们

的管护工作变得更专业。”白日才松

骄傲地说：“不仅如此，我们索加乡

在君曲村建立了藏野驴保护区、在

莫曲村建立了野牦牛保护区、在牙

曲村建立了雪豹保护区、在当曲村

建立了藏羚羊保护区……目前，索

加 乡 建 成 7 大 保 护 区 、64 个 保 护 小

区，初步形成了每个村有一个大保

护区、16 个小保护区的网格化保护

模式。如今的园区管理更加精细、

规范，更为科学、系统。”

用心用情用心用情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

索加乡内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上接第一版）
全力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全省设立 6467 名林（草）

长，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草）长

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省级总

林长负总责、市州级总林长抓督促、县

区级总林长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森林

覆盖率达到 7.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 57.9%，湿地保护率达 64.3%，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增强，水源涵养功

能显著提升，全省地表水出境水量超

900 亿立方米。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显

著改善，藏羚羊、普氏原羚等珍稀濒危

物种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三江源、祁连

山雪豹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

与此同时，青海积极探索共建共管

共享协调发展，推动建立长江、黄河、澜

沧江流域省份协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

境共建共享机制，全省共设置草原、森

林、湿地生态保护公益岗位 14.51万个，

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一户一岗”。并

大力推进自然教育，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青海国家公园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青海省自然教育大纲》，

批准设立第一批 31 处国家公园示范省

自然教育基地。

踏上新征程、奋楫再出发。持续打

造生态文明高地，青海将全力推动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建设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积

极推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和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强湿地类型自然保

护地建设，并在完善自然保护地规划体

系、打造现代化自然保护地、坚定不移

推动共建共管共享、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建设生态友好的现

代化新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青海：加快打造具有高原特色
和国家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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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干饭”
的藏野驴。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俯瞰昂赛大峡谷。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索加乡正在觅食的岩羊。

生态环境逐年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