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管护队伍
不断壮大

一辆摩托车、一架望远镜、

一个干粮袋、一册记录本———

在超过 2.5 万平方公里的西藏
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境内，野

生动物保护“老兵”次成塔青和

同伴们每天都要在野生动物生

活区进行巡护。

申扎县位于色林错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这里

拥有的广袤草原和众多湖泊湿

地，不仅是黑颈鹤的天堂、藏羚

羊的故乡，更是雪豹、水獭等众

多国家级保护动物栖息繁衍的

家园。

对于申扎县的野生动物保

护员来说，每年最繁忙的两个

时间点是 5至 6月和 12 月。“5
月是黑颈鹤生蛋孵化的季节，6
月是藏羚羊产仔的季节，我们

要加大巡护力度，让它们顺利

繁殖。”次成塔青说，“12 月是
藏羚羊交配季，公羊之间因打

斗争夺交配权而受伤是常有的

事，我们主要对受伤的藏羚羊

及时进行救助。”

每一次从野外救回来的动

物，野生动物保护员都会轻捋

它们的皮毛，安抚它们的情绪，

待它们稳定下来后，再进行喂

食、上药、包扎……

和次成塔青一样的野生

动物保护员在西藏还有很多。

目前，全区共设立各类管护站

300 余个，配备管护员 2000 余

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

1.6 万余人、湿地监管员近 3.9
万人。

同时，大力推进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目前，西藏已建

立自然保护区 47 处、国家湿地
公园 22 处、国家森林公园 9
处、风景名胜区 16 处、国家地
质公园 3 处，全区三分之一以
上国土面积成为保护地、禁止

开发区，8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物种、分布区、栖息地和

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

健全野生动物
肇事补偿机制

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

不断加大，野生动物数量不断

增多，野生动物肇事的案例也

逐渐增多。

在藏北草原，牧民生活的

地区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对

于牧民来说，每一个野生动物，

都是这片草原上的一员。强巴

旦增是藏北草原上的一名野生

动物保护员。2023 年的一天夜
里，一户村民的牛羊遭到野狼

袭击，除了一头小牛被吃掉外，

还有一只羊受伤。

“为了弥补牧民损失，政府

建立了补偿机制。作为野生动

物保护员，我需要查明并记录

下牲畜伤亡的情况和数量，政

府会按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强

巴旦增告诉记者。

据了解，按照《西藏自治区

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

害或者财产损失补偿办法》的

规定，西藏按照自治区、市、县

6 颐3 颐1 的比例筹集资金用于野
生动物肇事补偿。“十四五”以

来，全区共兑付野生动物肇事

损失补偿资金 4.76亿元。
西藏自治区林草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区林草局着力

促进野生动物肇事由事后补

偿向事前防灾防损转变，积极

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主动防控

工作，逐步增强基层群众的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

意识。

协同联动严打
非法交易行为

2023 年至 2024 年，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贡嘎县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巴某涉嫌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一案。经调查，巴某

非法捕猎、杀害的野生动物为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马

麝。巴某的行为严重破坏了野

生动物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 2023 年 12
月，贡嘎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起诉讼，诉请判令巴某赔偿野

生动物资源损失费人民币 3 万
元，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巴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

时，也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

体现了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公

共利益的功能，对于全面禁止

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引

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地意识，维护国

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

2020 年，西藏自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厅牵头，联

合区高法、公安厅等部门，成

立自治区部门间野生动物保

护协调工作组，共同打击野生

动物违法行为。同时，西藏每

年还会组织开展“清风行动”

“网盾行动”等专项行动。2023
年以来，全区共出动执法车辆

5871 车次、执法人员 16455 人
次，累计监督检查野生动物栖

息地 3148 处、人工繁育场所
17 处、经营利用场所 8850 处、

寄递网点 426 处、交通运输站
点 180 处、口岸和沿海沿边地
区 18 处，检查货运车辆 3000
余次；查办涉野生动植物案件

32 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67 人。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野

生动物保护执法力度，继续强

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

控工作，推动建立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主动预警机制等，继续

大力保护好野生动物，让人与

动物和谐共生。”西藏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

湿地资源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

渊据叶西藏日报曳冤

冶

每年 6月，一对对黑颈鹤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海拔约 4700米的湿地里孕育下

一代。破壳不久的小黑颈鹤，披着金黄色的绒毛，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学着觅食……

根据西藏自治区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显示，西藏共有陆生脊椎动物 1072种，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4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178种。依法保护机制逐步建立、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系、颁布实施地方自然资源

保护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保护体系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近年来，得益于西藏持续加

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绝大多数保护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明显。

圆园25援4.22 星期二 责编院高文兴 美编院段理

12

合力守护野高原精灵冶
———西藏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

新闻 NEWS

近日，2025年西安交通大学
校友组织负责人会议暨第九届

校友企业家创新创业论坛在中

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召开。

会上公布了《西安交通大学

赋能服务校友发展举措清单》，

全球校友组织联合发布了《凝聚

校友力量，共同参与母校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倡议。

在捐赠环节，西安交通大学

校友向母校捐赠超过 1.3 亿元，
其中李泽新、宁格伉俪捐赠 1亿
元，刘丰贤、卢丽娜伉俪捐赠

3000 万元，林孟良捐赠 136 万
元，刘俊峰捐赠 100 万元，傅延
华捐赠 100万元。西安交通大学
党委书记卢建军，校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张立群为校友们颁发

了捐赠证书和纪念品。

卢建军在会上表示，该校已

与 230 家龙头领军企业签署共
建联合研究院（中心）协议，建立

88个校企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
他说：“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和重要资源，学校高度重视校友

工作，将进一步搭建校友与母校

协同发展的平台，深化在人才培

养、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领域

的联动。”

张立群也认为，校友与母

校之间血脉相连，是学校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可

或缺的坚实支撑。“全校各单位

将建立校友需求响应机制、创

新校友服务工作模式、建立服

务效果评估体系，让每位校友

真切感受到母校的关怀与温

暖。”他表示。

同时，该校面向教职员工、

校友、学生发起了 3 个众筹项
目。此次为母校捐资的西安西测

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泽新、陆联运通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丰贤等还作为校

友代表发言。

据了解，西安西测测试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西安高新区，

成立于 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
服务航空、航天、民用飞机、船舶

及汽车等多领域产品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承担多

个型号（产品）的试验项目和多

项重大航天工程检测项目，参与

了 C909、C919、AG600等多种机
型的检测任务，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等多所重点高校及各大科

研院所长期保持紧密联系，开展

“产学研”深度合作。

据悉，本次会议是西安交大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工程的重要举措。未来，学校将

持续拓展校友合作网络，为加快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汇

聚磅礴力量。

西安交通大学获校友捐赠 1.3亿元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巡护队员正在给藏羚羊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