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灰褐色外衣，颈间一抹金黄，杏眼翘鼻，长尾轻摆，这就是我——黔金丝猴。
我们家族850多位成员，世代栖息在贵州梵净山的原始森林中。

晨曦微露，猴群“哨兵”一声清脆的“啾”，唤醒了沉睡的家族成员。我们揉揉
惺忪的睡眼，开始分头寻觅树叶、果实、嫩芽，大自然的馈赠总是丰盛。

午后，阳光炙热，我们躲进树荫，互相理毛、嬉戏打闹。护林员叔叔悄然巡逻，
我们却鲜少察觉。听说，他们为我们修建了生态廊道，种满我们爱吃的食物，让我
们自由迁徙、无忧无虑。

夜幕降临，我们躺在树杈上，听着风声，渐渐入梦。明天，又将迎来充满挑战
与乐趣的新一天。

基层连线

“保护黔金丝猴，不仅是贵州省的重
点任务，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近日，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铜仁市委副书记、
市长穆嵘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黔金丝猴仅栖息于贵州梵净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数量稀少，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
危物种。

穆嵘坤介绍，近年来，铜仁市通过持
续努力，黔金丝猴的种群数量已增长至
850只左右。特别是科研人员经过多年
监测研究，将黔金丝猴的人工繁育周期
从 3年一胎缩短为两年一胎，繁育效率
显著提升。

然而，黔金丝猴的保护工作仍面临
诸多挑战。穆嵘坤坦言：“气候变化、繁育
周期长、生存环境要求高等问题，都对我
们的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为此，他建
议从科研、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
度：一是增强科技支撑，成立黔金丝猴国
家保护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二是加
大专项资金投入，确保资金稳定性和持
续性；三是加强国内国际合作，成立黔滇

川金丝猴保护联盟，联合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等机构开展保护工作；四是
加快推进梵净山国家公园创建，全面提
升保护能力。

“黔金丝猴是梵净山的精灵。未来，
我们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为黔金丝猴提供更安全、美好的生存环
境。同时，希望全社会关注这一珍稀物
种，共同为‘地球独生子’的繁衍生息保
驾护航。”穆嵘坤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谢巍娥徐涛张警

8时，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的
厨房里，响起阵阵清脆的切菜声。

南瓜、香蕉、橙子……这些普通食
材，却是猴宝们眼中的美味佳肴。

厨房外，黔金丝猴们早已按捺不
住，围在笼架旁，小眼睛眨巴着，紧紧锁
定厨房方向。小净更是急不可耐，双手
扒着笼架，鼻子在空中嗅个不停。

“瞧它们馋得，每天就盼着这一口
呢！”杨伟笑着端起装满食物的盆子，走
向笼舍。瞬间，笼舍里热闹起来，欢叫声
此起彼伏。

“这是小梵，我们中心的‘明星妈
妈’。”杨伟介绍，小梵已成功孕育4只幼
崽，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笼舍一角，神态从容的小梵矜持
地走来走去。杨伟介绍，虽然野外黔金

丝猴因食物和栖息地限制，通常 3年生
一胎，但通过改良食谱、科学管养和提
升医疗技术，研究中心将人工繁育周期
缩短至两年生一胎，繁殖率显著提高。
小梵正是这一成果的最佳例证。

除了人工繁育，杨伟和同事们还 24
小时轮班，密切关注野外黔金丝猴的生
存状况。2024年3月，不足1岁的幼猴团
团在野外落单，被研究中心救助。如
今，团团已恢复健康，与其它猴子和谐
相处。

今年春节，研究中心首次向公众开
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黔金丝猴。
杨伟站在一旁，望着游客们好奇而兴奋的
神情，心中充满期待：“希望通过科普活
动，唤起更多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
让爱与责任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猴爸猴妈”24小时的星级服务

两会之声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铜仁市委副书记、市长穆嵘坤——

成立保护联盟 提升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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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位于“三江并流”世界自然
遗产核心腹地，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享有“高山植物王国”美誉，是全球少
有的“天然物种基因库”。

“丽江老君山是‘三江并流’的八大
片区之一，生活着约350只滇金丝猴，占
滇金丝猴全部种群数量的十分之一，是
最濒危的基因库。”全国人大代表，云
南省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刚说。

李刚表示，为有效保护滇金丝猴及
其栖息地，丽江市创新政府主导、民间组
织和社区共同参与的社会公益型保护
模式，开展丽江老君山滇金丝猴公益保
护地建设。目前，已建设3个野外固定巡
护站，布设81台红外相机，组建社区监
测队开展监测、巡护工作。同时，加强与
科研机构合作，建立高山植物繁育实验
室，并取得初步成果。同时，积极探索滇
金丝猴友好社区建设，以老君山利苴村
为试点，打造滇金丝猴保护品牌

“MISIFI弥司子”，开发生态农产品、手工
艺品，建成老君山滇金丝猴自然教育中
心，开展主题自然教育和生态导览活动。

通过有效保护，猴群数量从 2000

年的150余只增加到350余只，家域面
积从32.77平方公里增加到45.11平方
公里。

李刚表示，下一步，丽江市将持续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
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强化滇金丝猴
种群监测，推进栖息地濒危植物繁育
与回归试验，推动滇金丝猴种群健康
增长、栖息地生态系统全面升级，为生
物多样性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云南日报记者张帆和茜

我是拥有仰天鼻、粉红唇和大眼睛的滇金丝猴。天蒙蒙亮，我听到来自
云南迪庆响古箐巡护员们的呼唤声，很快，我和家人们从树丛中现身，美好
的一天从巡护员们带来的早餐开始。

在这片山林中，我与大熊猫一样被称为“国宝”。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
上的地区，我们的活动范围有几十平方公里，即便偶尔被人发现，也会在眨
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早餐后，家人们有的在树上灵活跳跃，有的则悠闲地坐在树枝上。不远处，
姐姐正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小家伙好奇地东张西望。我们的出生季多集中
在二三月，在“社区共管”机制的保护下，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如今已近百只。

基层连线

30年坚守，从猎人变“猴王”

“我是‘猴二代’。”余忠华笑着说，
他的父亲曾是村里有名的猎人，但为
了保护滇金丝猴，放下了猎枪，成为一
名护林员，与猴为伴近 30年，变成了

“猴王”。
余忠华出生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维

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响古箐村，年
轻时一心想着走出大山闯世界，而父
亲却希望他当个护猴人。

2003年，他被父母“骗”回家，经过
长谈，他被父亲与滇金丝猴的故事深
深打动，决定留下来与父亲并肩作战。

为了快速熟悉工作，余忠华背着
重重的帐篷和食物，夜以继日地在深
山里钻。猴群的习性、饮食、分工……
余忠华一一记录。他还经常研读动植
物相关书籍、向专家求教等，逐渐成长

为一名动植物行家。
从最初的不愿到如今的自愿，余

忠华坚定走在滇金丝猴保护的路上，
成为白马雪山滇金丝猴保护区塔城管
理所的骨干。2017年 2月 24日，他冒
着严寒，与团队拍摄下滇金丝猴野外
产仔的全过程，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
的珍贵画面，不仅让滇金丝猴的生活
走进公众视野，也提升了保护区的国
际知名度。

面对严格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
盾，余忠华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争取资
金为社区居民购买太阳能热水器、节
能柴灶等，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如今，
保护区内滇金丝猴种群数量已从 20
世纪 70年代仅存的 400多只增长至
3000多只。

两会之声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刚——

创新保护模式 助力种群增长

云
南
·
滇
金
丝
猴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型范例。2025年全国

两会期间，云南、贵州、湖北3省党报联动，聚焦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和川金丝猴的保护成果。从云南白马雪山的猎人变“猴

王”，到贵州梵净山的“星级服务”，再到湖北神农架的20多年科研坚守，无数保护者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这不仅是对珍

稀野生动物的守护，更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动写照。

川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神农架国家公园及
其周边区域是川金丝猴分布的最东端，
也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

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余辉亮介绍，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神农架
地区现有金丝猴 11个种群、数量 1618
只，栖息地面积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
相比，分别增长了 83%、223%、145%。这
些数据充分说明了神农架金丝猴种群和
数量在稳步增加，栖息地面积也在不断
扩大。

“目前，神农架金丝猴终于有了自己
的名字。”余辉亮说，学术界经过深入研
究，认为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神农架群与非
神农架金丝猴种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因
此可将其作为独立的管理单元进行保护
与管理，并称川金丝猴湖北亚种为神农架
金丝猴，以便更好地了解其独特性。

“金丝猴野外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
能够连续地、近距离且无干扰地观察记
录金丝猴个体及社群的细节。”余辉亮
说，2005年至 2006年，原湖北神农架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金丝猴研究专班

在大龙潭区域成功习惯化驯服了一个数
量在80只左右的神农架金丝猴种群，突
破了金丝猴野外研究的瓶颈，吸引了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前来开展科研合作。

在此基础上，神农架先后组建了湖
北省金丝猴保护研究中心、神农架金丝
猴保育生物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国家
林草局神农架金丝猴研究基地等重要科
研创新基地，将神农架金丝猴研究推向
高水平、高质量发展行列。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龚雪陈春保

基层连线

20年破译猴群“语言密码”

“十几只金丝猴妈妈待产，又有一批
小猴降临。”3月4日，神农架国家公园大
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主任黄天鹏
说，“与猴为伴 20年，最高兴的事，就是
看到猴群数量增长。”

位于湖北省西北的神农架海拔高，
冬季漫长、气温低，刚刚下过一场雪后，
金丝猴觅食更加困难了。黄天鹏和同事
们细心地投喂胡萝卜、云雾叶，给金丝猴
妈妈们补充营养。

黄天鹏与金丝猴的缘分始于 2005
年。那时，他受父亲影响，毅然加入了金
丝猴野外研究小组，从此开启了长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之旅。

“一年 365 天，有 269 天在森林里
追猴。”黄天鹏介绍，神农架金丝猴是
迁徙类动物，要靠迁徙来寻找食物。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他们终于绘制了
一幅神农架金丝猴迁徙地图。为了追
寻、监测和保护这群精灵，他和同事
常常一走就是一天，饿了吃干粮，累
了就睡在帐篷里。

与猴为伴20年，黄天鹏对神农架金丝
猴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甚至能破解它们
的“语言密码”。金丝猴们也已认识了这个
人类朋友，常常与他互动，表达友好。

令黄天鹏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名
叫大胆的猴。2005年，一只金丝猴总到
基地附近转悠，黄天鹏和同事给他投喂
食物。几天后，它才大胆吃下，于是黄天
鹏就给它取了大胆这个名字。

“后来猴群渐渐信任我们，大胆却再
没回来……”黄天鹏望向密林深处，积雪
簌簌落下，仿佛还藏着未说完的故事。

专家访谈

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余辉亮——

确立独立单元 推动保护升级

本报联合贵州日报、湖北日报，关注生物多样性——

守护金丝猴 我们在行动

3月3日，神农架小龙潭野生动物救护站，大雪。今天，他们又来查看了我的
伤势，看看我能不能回到山里去。

半个月前，我和“小黑”打了一架，左臂被撕开了一条十几厘米的口子。当时流了
很多血。这时候，来了两个人。他们是救护站工作人员，照顾过我们20多个小伙伴，
很面熟。或许是心情太糟糕了，我有些排斥他们。就在我龇着牙发出警告的时候，身
上一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我躺在救护站笼舍里，手臂上的伤口已经缝合好了。

这几天，在救护站生活很安逸，每餐都有新鲜的苹果、橙子、胡萝卜，伤口也
恢复得很快，左臂已经能自由活动了。我现在渴望早点回到山上去，那里才是我
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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