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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做建筑工程的殷树

茂在接待客户时，发现家乡的土著

鱼类鱇浪鱼不仅稀少，而且价格昂

贵。于是，他决定摸索试养鱇浪

鱼，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

他详细记录鱇浪鱼的动向、吃饵料

的特征以及游动的规律等。经过不

懈摸索，殷树茂发现，每年4月是鱇

浪鱼产卵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

他寸步不离鱼塘。“只有观察并记

录鱇浪鱼产卵的全过程及特征，我

们才能创新人工繁殖条件及技术。”

殷树茂说。

2012年，殷树茂作出重要决

定，把土著鱼保护与开发作为自己

新的事业来做。在家人的支持下，

他拿出辛苦多年积攒下的全部积

蓄，注册成立云南茂湾水产养殖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鱇浪鱼规模养

殖。2019年，该公司的“珍稀土著

鱼物种保护+科普体系构筑促进养

殖专业化及绿色食品业态发展”项

目，荣获当年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

保护珍稀物种除了艰难，有时

候还冒着生命危险。近20年来，电

鱼、炸鱼、毒鱼甚至使用网具捕捞

现象，让金沙江土著鱼的种类和数

量都急剧下降，土生土长的玉龙县

石鼓镇人杨承对此很忧心。2015年

11月，香格里拉土著鱼类恢复和

保护协会成立伊始，杨承就加入

协会，成为金沙江畔的一名“护

鱼人”。

多年来，杨承与非法捕捞者发

生过无数次正面冲突，也多次将自

己置于险境。2020年6月30日晚，杨

承和两名队员一起沿着石鼓镇的一

条小河进行巡河。当巡河队员看到

远处手电筒的微光时，悄悄跟了上

去。在他们距离背着电鱼器的3名违

法捕鱼者不到10米时，违法捕鱼者

突然看到了他们，并跳到河里，企

图游到河对岸，躲避追捕。“我当

时想都没想，在堤岸上跑了一段，

就跳进河里，追了上去。”杨承

说，多年的斗争经历，让他积累了

追捕经验，上岸不久，他们就追上

了其中一名违法捕鱼者，并在第二

天将其移交给玉龙县渔政执法大队。

从2020年7月1日起，云南省对

金沙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暂定为期

10年的常年禁捕。金沙江上游的裂

腹鱼、鲈鲤等10余个我国珍稀、特

有的土著鱼数量也逐渐多了起来，

消失多年的各类水鸟、候鸟开始出

现。但杨承和队员依旧在为保护土

著鱼贡献自己的力量。

退让生存空间

近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的推进，一些原本濒危的种群

得到良好的保护，种群数量不断扩

大。为了让这些生灵有更好的生存

空间，人们不断作出让步。

2021年，西双版纳北移象群

红遍全球。它们能“快乐”生活

着，与云南民众的让步与呵护息息

相关。据了解，自1958年划定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现在，亚

洲象数量已从100多头发展到300头

左右。种群数量的增多，也导致象

群“不满足”保护区的活动范围，

当它们寻觅不到食物时，屡屡“越

界”去村民的庄稼地里找食物吃。

景洪市关坪村委会攀枝花村

民小组是最邻近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自然村，59岁的村民王

晓安对亚洲象找食物的行为印象深

刻。曾经，王晓安在保护区边缘种

了水稻、玉米、芭蕉，经常被野生

亚洲象偷吃。“有一次，28亩的水

稻吃得只剩下一点。”王晓安说，

当时也有怨言，但为了保护野生动

物还是作出退让。

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加强对

保护亚洲象的宣传，人们对亚洲象

的保护意识提高了。为更好地保护

亚洲象，2020年，王晓安把自家靠

近保护区的8亩水田、20多亩山地退

给了保护区，用来种象草、芭蕉等

大象爱吃的作物。政府也给他家经

济补偿，水田一亩补偿5000元、山

地一亩补偿1000元。

黑颈鹤是国际公认的珍稀濒

危动物，20世纪中期飞临大山包。

1990年，昭通市成立保护区后，大

山包逐渐成为黑颈鹤在云贵高原最

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

前些年，随着黑颈鹤种群数量

不断扩大，大山包里“人鹤争地”

现象突出。“大山包地处高寒冷凉

山区，黑颈鹤野外觅食容易出现食

物短缺，于是黑颈鹤就会大批量地

飞往农耕地里取食农作物，这给当

地农户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护局科研所所长赵子蛟说。

不过，为保护好这群远道而来

的精灵，当地村民逐渐形成一个传

统，即在采收农作物时，都会有意

识地留下一部分不采收，以方便黑

颈鹤前来觅食。甚至为了给这些高

原精灵腾地方，大山包保护区从小

海坝、尖嘴屋基等黑颈鹤夜宿地迁

出村民330余户1300多人，并将迁出

村民所余留的8000多亩耕地全部恢

复成草场和湿地。

这些年，云南大山包黑颈鹤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组织当地

村民按照传统种植方式，在主要栖

息地种植了3700多亩土豆和大量苦

荞、燕麦、玉米，只种不收，每年

还储备大量用于人工投食的玉米，

为黑颈鹤安全越冬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每到冬天，一群群黑颈鹤就会

在山坡上的土豆、燕麦、苦荞、玉

米地里自由觅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