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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杜绝长江源头偷猎
斑头雁及野生动物， 帮助专家
做系统科学考察， 积累第一手
的长江源生物多样性数据，“绿
色江河” 自2012年起连续三年
发起沱沱河守护斑头雁项目。

斑头雁
（本版图片均由“小武哥”提供）

链接

5月20日 杰比湖，我们来了！

今天我起得较早，因为斑头
雁项目负责人土旦要送我和志
愿者慧琰去长江源头的杰比湖
守护站。“晚稻”和一个北京的志
愿者还没完全摆脱高原反应，他
们将晚几天去斑德湖守护站。

皮卡越野车在荒芜的戈壁
滩上狂奔，因为开得慢车轮会陷
在沙里。一路上，不时有藏羚羊、
野驴、旱獭、鼠兔、黄羊等在路边
闲游。

来到目的地，我们看见湖边
有一个白色的牧民帐篷、无线接
收天线和几块太阳能电板，这便
是杰比湖守护站了。

我们的到来， 让志愿者小
潘、王帅和欧蒙非常高兴。听欧
蒙讲， 补给车要五天才能来一
趟，接送志愿者，送生活物品，同
时带走站里的生活垃圾。

这里生火做饭、 取暖都是烧
牛粪，每天消耗掉两蛇皮袋。由于
杰比湖附近牛粪少， 大多是从土
旦家拖来的，一车大概能用一周。

午饭后， 欧蒙和小潘要走
了，我和慧琰接替他们的工作。

5月22日 遭遇沙尘暴袭击

8点40分起来后， 我赶紧去
搬动太阳能板，这是每天起来必
做的事，不然我们所有的设备都
供不上电。

平时上午都是风平浪静的，
可今早起来风一刻也没有停过，
有好几股沙尘暴从帐篷顶上掠
过，室内弥漫着细微的沙粒。由于
风大，在外面观鸟比较吃力，我们
只得打开电脑监控察看斑头雁的
活动情况。 今天的斑头雁是334
只，还有10只红色的赤麻鸭。

下午3点30分， 外面的风更
大了， 沙尘暴一波接一波袭来，
天色也变得灰暗， 沙粒无孔不
入。虽说太阳很大，但坐在帐篷

里却全身发冷，脚被冻僵，没了
知觉。由于中午没做饭，故晚上
加了一个菜———西红柿炒蛋，不
过饭菜里全是细沙，在口里发出
“咯吱咯吱”的响声。

到了晚上7点26分，太阳依旧
挂在空中，外面依旧很冷，室内温
度也不过10度， 风还没有半点要
停的意思， 但愿明天的风会小一
点，好实行巡湖一周的计划。

5月24日 第五天，走向山那边

王帅的志愿服务明天就到
期了，他提出到湖对面的山那边
去看看。 早就听说山那边特别
美，但每天刮大风让我们无法出
远门，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和
慧琰马上答应了。

湖面和小溪流都结冰了，上
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沙， 走在上
面很松软。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
我们径直向山顶走去， 不时有一
些鼠兔在我们前后左右乱蹿。

走到山顶，我们几乎累得趴
下了，可山那边的风景让疲劳瞬
间消失。有山，有湖，有峡谷，有
溪流，有黄羊在悠闲漫步，有鼠
兔在乱蹿，有各种鸟儿在空中盘
旋，真可谓美不胜收。

因担心刮大风， 我们不敢久
待。下山特别轻松，我在山坡捡了些
五彩的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带回去
送给老婆，这礼物她肯定喜欢。

5月30日 调往斑德湖守护站

今天我和“晚稻”换班，上午
土旦就带他过来了。 接下来10
天，“晚稻”会在杰比湖守护站工
作，而我会前往斑德湖守护站工
作到6月6日。

刚来时，我向土旦申请在两
个营地各工作10日，他同意了。

斑德湖和杰比湖海拔都有
4000多米，但斑德湖地势开阔，
面积更大，周边还有不少小湖泊

和小溪流相连， 鸟的种类多，数
量有1000多只。 雪山遍布在湖
的周边， 大小高低错落有致。杰
比湖地势没有这么开阔，四周都
是高山，湖中就一个小岛，鸟类
相对集中，数量只有300多只，除
了斑头雁，其他鸟类不多。

来到斑德湖的首要任务是
捡牛粪，因为附近牛羊多，故没
有像杰比湖一样由土旦送牛粪。
志愿者和当地一位扎西（男子）
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会将牛羊每
天放牧在守护站的附近。扎西家
有牦牛150只， 羊有1000多头，
每天都有足够的牛粪供志愿者
去捡，作为做饭、烤火的燃料。

5月31日 晚上用强光手电筒
照射驱离偷猎者

晚上10点多，我发现斑德湖
对岸出现了两处灯光。湖对岸距
离很远， 无法看清来的是什么
人，但游客和当地村民深夜不会
到湖边，这时来的肯定是来偷捕
斑头雁或偷鸟蛋。

我们赶紧拿出强光手电筒
向对岸进行频闪， 对其发出警
告。考虑到路程较远以及自身安
全，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警告偷
猎者。 偷猎者毕竟做贼心虚，见
对岸一直有强光手电筒照射，在
湖对岸呆了一个小时后，关掉手
电离开了。

斑德湖的夜和杰比湖差不
多，早晚温差特别大，白天高达
30多度，最高温度达42oC，晚上
温度一般会降到零下几度。矫健
说他晚上睡着冷，今晚我建议将
我和他的被子横着盖，这样或许
会好一点，不知今晚他还会不会
被冻醒。

6月2日 巡湖时， 黑雨云在我
们身边呼啸而过

几天前听“晚稻”讲，曾在斑

德湖发现捕鸟的网。昨晚我和志
愿者小柯、矫健商量，沿湖查捕
鸟网。

上午9点出发时， 我们每人
手拿一蛇皮袋，一边巡湖一边捡
牛粪。

当我们走出500米左右时，
发现湖边有很多规则的牦牛脚
印和黄羊脚印，但快到湖边又折
回来了，它们为什么不到湖里去
饮水呢？原来这一带湖边都是沼
泽地，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走
过去便会慢慢地往下沉。遇到这
种情况我们会马上退回来，因为
不知道前面的沼泽地有多深。

不久， 我们发现前面有片黑
雨云越来越近，撤退来不及了。我
们只得绕道避开黑雨云， 一边是
乌云密布，雪粒倾盆；一边是阳光
明媚，风和日丽。黑雨云在离我们
几十米远的地方呼啸而过。

走出有5公里左右， 沿线没
有发现任何捕鸟的设施，我们决
定打道回府。

6月7日 罕见的“太阳冰雹”

下午5点左右， 外面突然狂
风大作，豌豆大的冰粒疯狂地敲
打着保护站的玻璃窗，可天上的
太阳依旧刺眼。我赶紧拿相机记
录下了这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象。
十来只渡鸦在保护站周边与风
雪搏击，但终究扛不住突如其来
的风雪，纷纷停歇下来，站在保
护站的围栏里面。

我们躲在帐篷里，感觉天就
要塌下来了，半个小时后，冰粒
渐渐由大变小了，风也没有那么
大了，天空又变得晴朗。保护站
的驻站志愿者也解释不清这到
底是咋回事，因为他们也没有见
过这样的天气。

后来从沱沱河气象站得知，
这种天气叫做“霰”（xian），它不
同于冰雹，而是像将雪捏成小团
一样的东西，不是实心的， 所以
没有冰雹那么大的破坏性。

6月15日 返程制作蓝天图呼
吁低碳出行

@湘潭小武哥 我和“晚稻”
从拉萨坐火车到长沙，经过了48
小时29分钟的长途劳顿。从长江
源头来到湘江， 从蓝天白云到雾
霾重重，发现空气质量逐渐变差，
本该高兴的心情却怎么也高兴
不起来。 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
但我相信您看过之后会跟我的
心情一样———复杂。高原清新的
空气怎么也吹走不了家乡的雾
霾，躲在车上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可这就是事实。 我们是不是该反
思、该改变、该行动了———抗击雾
霾，从这一刻开始，从我做起，从
身边开始！@绿色潇湘

让飞得最高的鸟，自由无虑地翱翔

湖南志愿者长江源守护斑头雁
向本报独家披露护鸟日记

在神秘的长江源头沱
沱河， 有世界上飞得最高
的鸟儿斑头雁。 与捕鸟者
斗争，守护斑头雁，环保志
愿者“小武哥”洪武在这里
度过了难忘一月。6月15
日，他回到湘潭，结束了这
段特别的护鸟旅程。

沱沱河位于青藏高
原，一天之间，会历经春夏
秋冬“四季”的温差，沙尘
暴也经常不请自来。 四川
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
从全国4万多名报名者中，
选拔了120人分批前往此
地， 守护斑头雁和野生动
物。湖南只有“小武哥”和
“晚稻”刘科入选。

长江源头，志愿护鸟，
一个月里究竟有怎样奇妙
的故事、 特别的经历？6月
18日，“小武哥”向三湘都
市报独家提供了他的护鸟
日记。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刘盼

6月1日，一位牧民（右一）来到斑德湖守护站，和志愿者“小武哥”（左一）、小柯（左二）、矫健共进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