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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看云南专  题

在昆明等待结果的陆树刚努力抑制

着紧张的心情，他和朋友开玩笑：

“如果今天申遗成功，我将一醉方

休。”申遗成败，在此一举。

为展示“三江并流”区域的植

物多样性，陆树刚毫无保留地提供

了自己 20 年的研究成果。此外，

还有无数人为申遗工作付出巨大心

血，从资源调查、价值论证到实地

评估评议等，都需要大量专业而艰

苦的工作。自 1995 年开始，一支

由多行业专家组成的“三江并流”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综合科学考察队

深入“三江并流”区域进行调查，

陆树刚在 1998 年成为其中一员。

在高山峡谷、雪山草甸间考

察，难度可想而知。考察队跟随驮

运物资的马帮，从怒江河谷踏上考

察之路。“我们从怒江开始向上翻

越碧罗雪山，可爬了一整天，低头

一看，脚下还是滚滚怒江。”陆树

刚还记得，“山上蚂蟥太多，队员

们必须打上绑腿。外地专家不习惯，

到了休息点掀起裤腿一看，腿上已

经被蚂蟥咬得鲜血淋漓。”即便是

走惯山路的马帮，稍有不慎，马匹

便会跌落山谷。经过一次次艰苦的

考察，“三江并流”的神秘面纱被

一点点揭开。

最终，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

三江并流保护区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当晚，陆树刚和朋友举起

酒杯，开怀畅饮。

接力守护遗产地

退休后，陆树刚每年都要往

白马雪山等“三江并流”遗产地跑

几趟，这里有他守护了半辈子

的植物研究事业。在陆树刚多

次到访的维西县塔城镇，过去

以打猎为生的村民余建华也在

20 年前找到了他要守护的珍

宝——滇金丝猴。曾扛着猎枪

跑遍白马雪山的村民，如今成

了远近闻名的“护猴先锋”。

今年雨季，泥石流冲毁

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进山道

路，但在余建华等人的悉心照

顾下，滇金丝猴未受影响。护

林员们年岁渐长，老余担心这

项有意义的工作后继无人，

便强硬地叫回在外地务工的儿

子，父子俩都成为白马雪山的

守护者。如今，“三江并流”

遗产地的滇金丝猴数量已从当

初的不足 500 只增加到 2022

年末的 3200 只。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云南省世界遗产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谯忠 2020 年到

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

《关于鼓励公众共同参与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的倡议书》。

省林草局组织的与“三江并

流”相关的活动，他都会邀请

陆树刚等专家到场，听取意见

建议。“保护世界遗产，一定

要先在思想上重视起来。”让

谯忠欣慰的是，如今，地方遗

产地管理部门负责人遇到拿不

准的事，会直接给他打电话，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家

的保护意识在提高”。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

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申

遗把‘三江并流’放到全世界

的目光之下，这个决策是具有

前瞻性的。”陆树刚认为，对

“三江并流”的保护是深入践

行“两山”理念的切实行动。

如今，在他频繁踏足的高山峡

谷中，“红包效应”正在逐渐

放大——

在秘境独龙江，老县长高

德荣带领村民通过发展林下草

果种植提高收入；在维西县

塔城镇，前来观看滇金丝猴

的游客带动旅游收入快速增

长；在德钦县，当第一缕阳

光投射到卡瓦格博峰，远道

而来的游客在飞来寺观景台

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就是大自然送给云

南 最 大 的‘ 红 包’。” 陆

树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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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简介 :“三江并流”是指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条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云南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 170 多千米

的区域，涉及 5 个州（市）11 个县（市、区）。该区域是中国乃

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