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xmjdb@wxjt.com.cn 来信：dzlx@wxjt.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第9期 |2013年6月9日 星期日 责编：沈月明 视觉：董春洁

!"#

视界

20年后，可能再无雪山
立夏已过，地处果洛藏族自治州南部的

年保玉则地区温度仍然低至冰点。身着深红
色僧袍的扎西桑俄站在他家的夏季牧场眺
望远处的雪山，显得有些落寞。“你看边上
这座山，我小时候这上面全是冰川，现在已
经都融化了。”顺着扎西手指的方向望去，
看到的是一座裸露着黑色沙石的高山，只
有从山坳处望向再远处的山峰，才能勉强
看到一点白色，继而想象它曾经覆盖着冰
川时的样子。

年保玉则是巴颜喀拉山的主峰，海拔
!"#$米，这座山上的水，一半去了黄河，一半
去了长江。这里年降水量 %!&毫米，是三江源
空气最好、降水最多的地区。马不停蹄地从西
宁驱车来到这里需要 '(个小时。在这个嵌在
冰山深处的村子———白玉村，记者见到了扎
西。

扎西是青海省果洛州白玉寺的堪布（藏
学博士），也是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的会
长，从小在这片草场上放羊。他能喊出这里的
每一株植物、每一种飞鸟的名字；石头、远山、
星星、月亮都有着和他割不断的情怀。

可是随着扎西慢慢长大，家乡似乎变了
样，远山上皑皑白雪渐渐消融，一些地方的青
草褪去，露出黑土，许多常见的动植物不见了
踪影，干净的村庄，圣洁的湖水中堆满了垃
圾。

在年保玉则地区，玛仔山、勒仔山和日合
改山上曾经都有古老的冰川和雪山，但是近
几十年里，这些冰川和雪山都消融了，现在唯
独年保玉则主峰上还残留一点点。

)**(年开始，扎西和他的朋友就开始监
测冰雪消融情况。每年 # 月 ' 日到 # 月 '!

日，时值旧雪已化新雪未下之际，会有两个人
到同一地点拍摄年保玉则主峰，画一条雪线，
然后计算雪线上升的速度。

这几年记录的结果并不乐观，年保玉则
雪山每年雪线平均上升 +*米，+**$年达到峰
值，上升了 "(米，最近两年虽然没有超过 "*

米，但也没有减缓的意思。“按照这个变化趋
势来看，再过 +*年，年保玉则可能就全然没
有雪山和冰川了。”扎西抬头望着远方的天，
有些怅然：“到时候爸爸妈妈只能给孩子讲故
事，说从前这里有座雪山，但是孩子们已经不
会相信了。”

草场退化，牧民被迫改行
在藏民土巴和德国弗赖堡大学博士生李

黎的带领下，我们驱车沿着兰望塘克索沟一
路向西，海拔逐渐升高，草场的丰饶程度也逐
渐降低。被围栏网起的部分牧场已经基本看
不到草色，也没有牛羊，黑土滩上，只有时而

穿行而过的鼠兔。
克索沟的牧场分为冬季牧场、夏季牧场

和秋季牧场，'*月到来年 &月牧民在冬季牧
场放牧，&月到 $月在夏季牧场，剩下的一个
月属于秋季牧场。土巴说，从前这么划分是为
了让草场有时间轮歇，保证第二年充沛的草

量。可是现在很多草场退化，变成了黑土滩，
都是夏季牧场不够吃了，就搬去秋季牧场，再
不够吃了搬到冬季牧场，夏季牧场草长起来
之前，如果冬季牧场的草吃光了就只能租别
人的牧场。“"*多年前，这里全是草，现在，沿
着克索沟走下去一连十几公里都是黑土，”土

巴望着车窗外的黑土滩，失落地摇摇头，“草
不够吃，以前真是从来没听说过。”

之前草场退化被认为是过度放牧的结
果，但最近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却发现，草场
退化成为这么严重的问题或许也和国家分
畜、分地的政策有关，李黎也在做这方面调
研。青海牧区从 '$#(年开始推行“牲畜作价
归户、户有户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
形式，'$$(年国家又把草场承包到户，各家草
场之间网起了围栏。

原本是人跟着牛羊寻找觅食点，牧民有
更多的草场选择范围，并且共同承担草场退
化的风险。分草到户后，虽然牧民还保持着游
牧的传统，但是牛羊被迫在同一片草场觅食。
“我做访谈的时候，很多年长的牧民说，鼠兔
从前就有，它们在一片草场上大约停留 "*

年，把草啃食干净后换到另一片草场，前一片
草又恢复起来。”李黎说，从前，一片草场出现
问题，牧民就会调换一片草场，可是现在，一
片草场变成黑土滩，就是一家自己承担风险，
对生计的影响很大。

近几年来，虫草、贝母等价格被炒高，又
增加了草场生态被破坏的可能性。土巴记得
他小时候虫草每根就值 '毛钱，但是现在贵
的能卖到每根 '**多元，最便宜的也价值 +!

元,根。虫草成了牧民最赚钱的生计，但是挖虫
草、贝母同样会使土壤变松、营养流失，造成
草场退化。

克索沟里有两个大队，克索大队和白玉
大队。白玉大队的草场位置偏西，黑土的面积
较大。说起草场的变化，白玉大队的支部书记
素杰很激动：这里的草原过去很漂亮，现在却
鼠兔泛滥，黑土成山，而且不只是白玉大队，
在整个白玉乡都有类似情况。“白玉大队有
-!*多户牧民，+*多户自家的草场已经不能
负担牧民放牧的草量需求，需要租草场，有些
实在难以为继，只能搬出草场。”

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牧民，放弃老本行
到乡里也无事可做，只能靠挖虫草赚钱，挖虫
草又导致草原生态受损，造成恶性循环。而且
虫草的价格虽高，但收获季只有两个月，有的
人赚的钱够花一年，有些人年年靠贷款度日。
素杰叹了一口气：“看现在这个情况，我担心
以后牧民过不过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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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冰雪消融 伤痕犹在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主要分布于青海省玉树

和果洛藏族自治州，是亚洲三条主要河流长江、黄河、澜
沧江的发源地，为流域十几亿人口提供水源，是全球最重
要，也是最脆弱的生态区之一。历史上，三江源地区水草
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物种群繁多，被称为生态“处
女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

总水量的15%来源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
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程，至2012年底已完成投资69.7亿元。今年是
一期工程收官之年。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多少？保护
的方式是否合理？又存在哪些亟待整治的问题？或许年保
玉则雪山和守护在它身边的藏民们会告诉我们答案。

年保玉则雪线上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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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成为草原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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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玉则地区的甲根沟

见习记者 王文佳 文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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