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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严酷，但生生不息！
果洛州热爱摄影的塔先杰，耗费了整整

四年时间，对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
种群展开了细致监测。四年前，这个白唇鹿
族群仅有80多只，而截至今年11月，其数量
已超过400只。

这是青海高原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
鹿一个小家族的壮大史。白唇鹿种群的兴
衰，好似一面镜子，生动映照出青海生态保护
那充满曲折的历程，以及令人瞩目的辉煌成
就。每一只白唇鹿都是高原生态的精灵，它
们数量的增长，是大自然对青海生态保护工
作最有力的肯定，也是对所有守护者的最美
馈赠。

十年前的危机
十年前，在青海省十一届政协二次会议

上，九三学社青海省委员会委员提交了一份
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份提案犀利地
指出，青海祁连山地区的野生白唇鹿种群正
处于极度濒危的境地。经过深入调查发现，
截至2013年4月，该地区的白唇鹿数量仅剩
下37只，它们种群的命运就像一根细弱的丝
线，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

白唇鹿，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生存
状况本应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现实
却是残酷的，与雪豹等在大众视野中的明星
物种相比，白唇鹿在媒体镜头前就像黯淡的
星星，吸引力相对不足。这种局面直接导致
有关白唇鹿种群数量的报道少之又少，物种
资料也极度匮乏。但值得庆幸的是，该政协
委员的提案，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十年前我
省白唇鹿种群所处的严峻现状，这个振聋发
聩的警示声，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敲响了沉重
而急迫的警钟。

转机的出现
2020年秋天，西宁晚报记者与果洛州爱

好摄影的塔先杰取得了联系，从此，《西宁晚
报》对白唇鹿的报道逐渐增多，省内外其他媒
体的镜头也开始聚焦三江源地区的白唇鹿。
在《西宁晚报》的报道中，“百头白唇鹿”“四百
多头白唇鹿”等标题频频出现，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西宁晚报记者和塔先杰对三
江源核心区域（果洛州）境内的一个白唇鹿群
体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这个小小的举动，如
同点燃了希望的火种，为见证白唇鹿种群的
复苏之路奠定了基础。

种群的变化
2021年夏天，塔先杰再次记录了2020年

秋天发现的这个白唇鹿群体。此时，群体中
的雄鹿已经离开，只剩下小鹿和雌鹿。但令
人欣慰的是，种群数量早已过百。2021年国
庆期间，塔先杰再次拍摄到这个种群，他发现
高大健壮的雄性白唇鹿和雌性白唇鹿、幼鹿
生活在一起，而雄性之间为了争夺交配权，在
黄河岸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从塔先杰拍
摄的视频和照片中可以看到，雄性白唇鹿头
顶又长又大的鹿角激烈碰撞，场面惊心动
魄。最终，优胜者走向鹿群，失败者则落寞地
在黄河岸边徘徊。

2022 年国庆节，塔先杰再次背起摄影
包，踏上了追踪白唇鹿的征程。“雌性、雄性、
幼崽全部都在，我数了好多遍，绝对超过200
只。”当时，塔先杰激动地对记者说道。他凭
借着特殊的缘分，很快找到了这个熟悉的群
体，并一次次按下快门，记录下这珍贵的瞬
间。回到家后，他将照片导出来又仔细数了
很多遍，最终确认这个群体数量已经超过
200只。

2023年，塔先杰继续与这群白唇鹿相遇，
分别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了观察。他惊喜地发
现，种群数量比以前更加庞大。“或许已经超
过300只了，我很兴奋，因为太多没有数清。”
塔先杰看着相机里密密麻麻的白唇鹿，心中
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惊人的发展
2024年秋，塔先杰与西宁晚报记者再次

对这个庞大群体展开追踪。经仔细观测，在
黄河谷地的瑟瑟秋风中，这个白唇鹿种群数
量已超 400 只。不仅如此，今秋当地牧民还
曾在此目睹了上千只的大种群。塔先杰拍摄
到的最大种群达五百多只，虽未能遇见上千
只规模的种群有些遗憾，但连续多年追踪的
这个种群从弱小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家族，已
让他满心骄傲。

塔先杰介绍，依据白唇鹿的生活习性，该
种群会逐渐分化为多个种群，持续拓展生存

范围。这一现象不仅彰显白唇鹿种群的繁
荣，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注入积
极因素。

与此同时，有关白唇鹿在祁连山活动的
报道日益增多。从2021年至2024年，白唇鹿
频繁现身祁连山国家公园，央视新闻等媒体
发布的标题多为：近百只白唇鹿现身祁连山、
上百只白唇鹿种群在祁连山出没等。这些报
道也从侧面印证，白唇鹿种群在青海乃至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和甘肃两省境内，数量相
当可观。这是青海省委省政府、甘肃省委省
政府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中，对于野生动
物保护获得的成效。

背后的力量
白唇鹿种群的迅速壮大，并非偶然。这

背后是三江源地区数万管护员的辛勤付出，
以及三江源核心区域各市州积极响应省委省
政府号召，坚定践行生态报国理念的结果。
他们日夜守护着这片土地，为白唇鹿等珍稀
动物提供了安全的栖息环境和充足的食物资
源。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管护员们每天都
要进行艰苦的巡逻工作，他们穿越山林，跨越
河流，不畏严寒酷暑，只为了确保白唇鹿等野
生动物的安全。他们的努力不仅保护了白唇
鹿，也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同时，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也是白唇鹿种群复苏的重要保障。青
海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强了对野生
动物的保护力度，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修复
和保护投入。这些举措为白唇鹿等珍稀野生
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生态的平衡
作为草食类动物，白唇鹿是很多猛兽的

食物来源之一，其中就包括雪豹。在这片神
奇的土地上，每个物种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稳
定的生态系统。

白唇鹿种群的繁盛，促进了整个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江河清澈、草地肥美、动物种
群繁盛，蓝天白云下的青海生态如镜子般清

澈透亮，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未来的展望

十年前政协委员的担心如今已经烟消
云散，取而代之的是白唇鹿种群的繁荣昌
盛。在最近一周的时间里，省内外媒体对白
唇鹿的大种群报道频频刷屏朋友圈，动辄数
百只为一个种群的白唇鹿在三江源地区频
繁出现，这无疑是青海生态保护的最好证
明。

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还需要继续
努力，加强对各类珍稀动物的保护，进一步完
善生态保护机制，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青海的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让更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

青海白唇鹿种群的复苏，是生态保护的
一个成功范例，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前景。我们相信，在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下，青海的生态保护事业将取得
更加辉煌的成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美丽
的家园。 （记者 金华山）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1月13日，省公安
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农村牧区、自然资
源领域黑恶势力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线索。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省公
安厅党委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部
署要求，落实公安部关于深入开展群众身边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议精
神，依法严厉打击治理“村霸”“乡霸”“沙霸”

“矿霸”“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切实加强
基层法治建设，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
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
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省公安厅向社会公开
征集农村牧区、自然资源领域黑恶势力涉嫌
违法犯罪问题线索。

征集线索范围包括：威胁政治安全特别

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
的黑恶势力；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把持基
层政权、横行乡里或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欺
压残害百姓、称霸一方的“村霸”“乡霸”黑恶
势力；破坏农村治安秩序，通过“霸选”“骗
选”“贿选”等方式干扰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
举、垄断农村经济资源、侵吞农村集体财产
的黑恶势力；盘踞在商贸集市、农副产品批
发、小商品零售、建筑材料、车站码头、旅游
景区等各类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
勒索，暴力收取保护费、看场费、进场费，破
坏正常经营秩序的“市霸”“行霸”类黑恶势
力；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
捕捞等行业领域，雇黑佣黑，纠集社会闲散
人员，恶意竞标、暴力围标、强揽工程、非法

占地、滥开滥采、暴力拆迁、随意殴打群众的
“沙霸”“矿霸”等黑恶势力；村牧区利用宗教
影响实施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党
员和公职人员失职失责失察，包庇纵容、出
谋划策，甚至违法犯罪，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其他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农村牧区、
自然资源领域等黑恶势力。

广大群众可采取当面到访、拨打电话、
邮寄信件、发送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举报，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青 海 省 公 安 厅 扫 黑 办 举 报 电 话 ：
09713520404举报邮箱：qhshce@sina.com，举
报地址：西宁市城南新区华盛路省公安厅刑
警总队（青海两市六州均设立了举报方式，
可通过青海公安微信公众号查询）。

我省公开征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

西宁的老街水井巷最近又有了新变化！
裹着红糖酥粉的和平餐厅酥饼还记得

吗？浸满油香的酥饼是多少人的心中难忘
的西宁老味道；

“西宁饭庄”几毛钱一斤的“酱大骨”是否
还有印象？那时候西宁饭庄的饭菜远近闻
名，是那时人们最钟爱的包酒席吃饭的地方；

西宁湟光的花纱布公司又承载了多少
年代记忆？那时候老百姓家里用的衣料花
布都是首先选择来这里购买。除此之外，人

民食堂、西大街鱼餐厅、西门口饺子馆、刘胡
兰商店……这些老招牌也被一一还原，招牌
是城市的名片，也是历史的标签，如今这些
带着记忆的招牌就挂在了老街水井巷里，那
些带着旧时记忆的老招牌被“唤醒”，好似记
忆中的“老字号”又回来了，走在巷子里，好
像有了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许多60后、70
后、80后、90后……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记忆。

原来这就是水井巷巷中井项目“秘密”

打造的“时光隧道”。
11 月13 日，记者在水井巷市场的北口

西侧看到，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对现场进行
施工作业，内部装修也在有条不紊进行着，
预计不久将焕新亮相。

据了解，巷中井项目位于水井巷市场北
口西侧，原建行商住楼商业部分，项目共有
三层商业部分，总建筑面积约5600平方米，
改造完成后共计可租赁面积约 3000 平方
米，整个项目通过复古做旧的装修风格对该
商业楼进行改造，为市民打造了一个集文
化、娱乐、休闲、美食为一体的商业中心，其
中负一层业态为特产销售，主要销售一些青
海特色产品，中间一层为本土特色小吃，吸
纳了许多有特点又受大众欢迎的传统小吃，
二层为中型品牌餐饮，引入多家知名品牌连
锁店。在改造规划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
解到，该项目尽量保留了水井巷老市集独特
的文化符号，在延续了传统老街区特点的基
础上还着力完善了周边的商业配套功能。

项目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说起水
井巷市场，许多西宁市民的内心都会涌起一
种特殊的感情，此次提升改造水井巷市场，
目的在于满足市民们深深的情怀和念想，希
望通过改造，让水井巷这条老街再次成为网
红打卡地。” （记者 王琼）

本报讯（记者 小蕊）“目前开挖的这批
薯叫青塘蜜薯，是今年成功试种的新品种
红薯，全部获得了丰收，亩产高达 1800
斤。”近日，在城北区二十里铺镇花园台村
红薯种植基地，随着开挖一个个蜜薯破土
而出，个个体态饱满、颜色鲜亮。挖薯、去
泥、装袋，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享受着丰
收的喜悦。

随着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整治工作
推进，耕地“非粮化”后土地闲置成了花园

台村“两委”眼中的一件大事，村“两委”班
子认为，让撂荒地给群众带来效益是最好
的解决办法。花园台村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辖区水资源充沛、日照充足，土壤利于糖
分积累的资源优势，按照“先试验、再推广”
的发展思路，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进行青塘
蜜薯试验田种植。“种植‘试验田’，可以筛
选出高产丰产、最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农
作物品种，有助于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为花
园台村乃至二十里铺镇的广大农户选取种

植品种提供有益借鉴，这一次的丰收让我
们有了更大干劲儿，明年将流转40 余亩土
地种植青塘蜜薯，为规模化连片种植打牢
基础，真正让土地‘转起来’。”花园台村党
支部书记严玉成说。

接下来，二十里铺镇花园台村将通过试
验田示范引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优化
产业格局，切实通过蜜薯小产业推动乡村大
振兴，让每位村民脸上映出增收致富的“蜜
薯红”。

二十里铺镇蜜薯试验田喜获丰收

5年追踪：小家族的壮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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