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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芦舜）4
月 12日，又一片“西海读者林”在西宁市
城北区马坊东山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天，在做好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
前提下，西海都市报社携手西宁市城北
区，举办“全民植树厚植绿色本底 聚力
打造高原绿谷城市”2022年公益植树活
动。当天，大家分批次前往马坊东山参
与义务植树活动，在 60 余亩山地上，共
栽种云杉、山杏 6000余株。

共栽幸福树

9 时许，在城北区自然资源和林业
局工作人员现场指挥调度下，植树工作
有序展开。城北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的
植树点，柴文龙干劲十足，他和队友们
相互配合，近两小时种植了 65株树。

来到城北区民政局种植区域，新婚
夫妇冯涛和张振娟，在这里种下有特别
纪念意义的“幸福树”。他俩种下一株
云 杉 和 一 株 山 杏 ，“ 这 是 我 们 的 幸 福
树。”冯涛笑眯眯地说。他们还用红色
的丝带装扮了树苗，并把写着“执子之
手、与子同老”的同心牌，挂到树枝上。

当天，在鼎和家园小区，朝阳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一起参
加小区“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 爱
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为主题的春季
义务植树活动。工作人员和居民按照

“三埋两踩一提苗”的植树要点，种下
500 株紫丁香树。“参与义务植树，让我
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美，觉得很有意
义。”居民们表示。

“组织全民义务植树，还按照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报名的情况，组
织企事业单位，参加互联网+义务植树
活动。通过义务植树活动，为我们生态
宜居品质城北作出贡献。”城北区自然
资源和林业局副局长王小军说。

共植一片绿

在西海都市报社植树点，西宁市信
保集团、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西宁夏
都公益志愿服务中心等 5支志愿者服务
队 也 来 到 现 场 ，植 下 一 片“ 西 海 读 者
林”。

“树的间距是多少，两种树应该怎
么种？”栽植前，志愿者仔细学习种树技
巧，以确保种下去的树都能成活。

志愿者按照栽植沟里的标记挖出
树坑，搬来树苗，去掉包裹在树根上的
塑料和绳带，扶正树苗，踩实培土。

西宁夏都公益志愿服务中心，已连
续 5 年参加西海都市报社公益植树活
动。志愿者马洁梅心中充满自豪感：

“去年南方的一位朋友来到西宁，惊讶
于西宁的绿化速度，感叹山青天蓝的美
景。听朋友说西宁美，我心里也美滋滋
的。”

在志愿者们的努力下，一株山杏一
株云杉整齐地间隔排列。经过两个小
时的劳动，一排排树苗很快“驻足”在春
风中。青海省善行天下公益服务中心
的汪海金说，每年参加西海都市报的公
益植树活动特别高兴，年年植树，看着

一座座山头变绿，虽然有点累，但很快
乐。

“作为绿色文明的传承者，我们连
续两年参加了西海都市报社公益植树
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城市增绿。”青海省
核工业地质局党支部一支部书记包冬
梅说。

城北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工作人
员，当天给所有栽种树木浇水，以保证
树木成活。志愿者们欣慰地说，有专业
的养护人员管理，我们的读者林必将长
势良好。

西宁再添一片“西海读者林”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祁宗珠）近日，记者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了解到，今年藏羚迁徙护
航队员增加到 70多人。

“我们申请加入藏羚迁徙护航队。”3 月底，三
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
和自然资源管理局，收到了牧民昂文索南、索然、
才松、代莱、布嘎、尕日 6人的申请，他们申请加入
藏羚迁徙护航队，执行今年的护航任务。

牧民昂文索南向管理局工作人员说，藏羚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 5 月底，很多藏羚在玉树
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勒池村集结，前往
可可西里。这段时间，数十名藏羚迁徙护航队员
骑着马、骑着摩托或者开着巡护车，与藏羚同行，
护送它们前往可可西里。

“藏羚是如何从三江源翻山过河，迁徙到可可
西里的，又是怎样把小羊安全带到我们村的，我也
想知道。”牧民索然说，藏羚迁徙过程中，将穿越青
藏铁路、公路，他也想去看看它们如何在几百公里
的路途中迁徙的，以便更好地了解藏羚。

“今年申请加入藏羚迁徙护航队伍的人更多
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介绍，为了
保护迁徙中的藏羚，保护它们平安顺利地完成

“生儿育女”的长途迁徙，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
2018 年夏季以来，已经连续 4 年组织当地生态管
护员、护林员以及牧民参与藏羚迁徙护航队伍，
保证藏羚夏秋两季的迁徙通道畅通。到今年 3 月
底，藏羚迁徙护航队员已经从最初的 40 多人增加
到 70 多人。

据尕塔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地
形复杂，条件艰苦，藏羚迁徙护航队发挥了便捷、
灵活、环保的独特优势，根据迁徙环境的地形情
况，灵活选用马队、摩托车、巡护车等交通工具，在
不扰乱藏羚活动规律、对种群繁衍不造成影响的
前提下，已经连续 4 年观测藏羚迁徙过程，填写护
航日志登记造册，建立相对完整的藏羚迁徙数据
库。

藏羚迁徙护航队员
增加到70多人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郭
红霞 通讯员 刘珂 摄影报道）4月
7 日 16 时许，西宁市湟源县公安局
森林警察大队接到报警称：在湟源
县和平乡小高陵红色教育基地发
现一只受伤的鹿，请民警前往救
助。接警后，湟源县公安局森林警
察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受伤的
鹿是野生狍鹿。经初步检查，狍鹿
精神状态良好，前腿有轻微擦伤，

符合放生条件。民警对受伤狍鹿
的伤口简单消毒处理后，将它带到
林区放生。

近 年 来 ，随 着 生 态 环 境 的 改
善，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人
们的视野中，加上森林警察对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宣传和执法力度
的加大，广大人民群众保护野生动
物的意识不断增强，形成了人人自
觉参与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
好社会氛围。

野生狍鹿现身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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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
杰）4 月 7 日，一场由青海湖景区保
护利用管理局、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县森林公安局和牧民群众联合开
展的普氏原羚救护行动，在青海湖
南岸展开，一只受伤的普氏原羚得
到及时救护。

牧民拉青加是青海湖南岸湖东
种羊场一大队的职工，同时也是青
海湖生态环保志愿者。4 月 7 日下
午，拉青加在草场巡逻时，发现一只
腿部和脖子受伤的普氏原羚。此时
天色已晚，事发地点与救助站相距

较远，拉青加只好将受伤的普氏原
羚带回家悉心照料。

4 月 8 日天刚亮，拉青加找到
同为青海湖生态环保志愿者的卡
先才让，两人经过商议，迅速将此
事汇报给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
理局二郎剑分局以及共和县森林
公安局。得知此事，青海湖景区保
护利用管理局二郎剑分局、共和县
森林公安局以及青海湖南岸保护
站工作人员立即前往拉青加处，察
看普氏原羚伤情，经过认真评估，
普氏原羚受伤严重，由于湖区条件

有限，为了让受伤的普氏原羚尽快
得到救治，经过沟通和协商，决定
将其送往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站
治疗。

青海湖是濒危动物普氏原羚
的 唯 一 栖 息 地 ，作 为 青 海 湖 的 旗
舰 物 种 ，普 氏 原 羚 数 量 已 从 2001
年 的 300 多 只 恢 复 到 2021 年 的
2800 余只。随着近年来青海湖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力 度 的 加 大 ，环 湖 周
边牧民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 ，为 普 氏 原 羚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生
存环境。

青海湖畔一只受伤普氏原羚获救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
杰）入春以来，青海湖周边牧草不
足，担心生活在青海湖边的普氏原
羚吃不饱，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组织人员在普氏原羚栖息
地投放饲草料，确保普氏原羚度过
春荒。

近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开展普氏原羚春季野外种群
的人工补饲工作，通过在普氏原羚栖
息地投放燕麦草捆的方式，纾解了冬
春相交之际食物不足的问题。

进入春季以来，环湖地区草木
枯萎，嫩草尚未萌发，处于青黄不接
的时节，加之普氏原羚野外种群活
动区域与牧民传统牧场区域高度重

合 ，牲 畜 和 普 氏 原 羚 抢 饲 情 况 加
剧。此次，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管 理 局 饲 草 料 投 喂 总 量 达 120
吨，补饲地点包括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甘子河地区、刚察县鸟岛地
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西沟
农场，基本实现分布区全覆盖，有效
缓解普氏原羚觅食难问题。

投放草料帮普氏原羚度春荒

民警救助野生狍鹿民警救助野生狍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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