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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天气转暖，在拉萨河谷越冬的黑颈鹤又要

“返航”了。它们需要重飞林周—当雄—那曲班戈—申扎的

迁徙路，返回遥远的藏北草原开始“生儿育女”。通常，黑颈

鹤“返航”需飞行 3-5 天，当雄县阿热湿地是大部分北上的黑

颈鹤往返迁徙的中转站。

阿热湿地位于当雄县城东北侧，面积 9600 余公顷，属于

典型的高原草甸湿地类型。近年来，随着当雄县生态建设、

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阿热湿地生态功能凸显，在为周边区

域补充氧气、增加湿度、涵养水源、净化环境和维持生态系

统平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阿热湿地已然成为

当雄的“天然绿肺”。

作为拉萨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

的湿地，阿热湿地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孕育着黑颈鹤、赤麻

鸭、斑头雁、棕头鸥等众多珍稀水禽鸟兽和香柏、蔷薇、凤毛

菊、龙胆等湿地植物，黑颈鹤们在这里中转休息，养精蓄锐

后再次踏上迁徙之途。

近日，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全媒体宣传报道组来到阿热

湿地，共赴这场人与自然的约定。

一场春雪过后，金色的阳光洒在阿热湿地枯黄的草甸

上，黑颈鹤们时而展翅翩飞，时而嬉戏觅食，或盘旋在湿地

上空，接着在不远处停落，或悠哉游哉地在浅滩处觅食、嬉

水、跳舞，呈现出一幅幅鹤舞高原的美景图，如梦如幻地定

格在念青唐古拉山的春天里。

远处，有火车沿着青藏铁路鸣笛经过，黑颈鹤们“淡定

一瞥”，仿若未闻其声，继续欣赏水中的倒影，于鸟鸣处处、

水声悠悠间自得其乐。当然，也有部分迁徙北上的黑颈鹤

会在此安家，孵一窝雏鸟，将这里当作它们迁徙的终点，开

始新的生活。

2009 年，34 岁的尼玛顿珠成为当雄县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监测员，“守鹤人”这个称呼也跟随了他 15 年。他回忆道：

“上世纪 80 年代，阿热湿地大概有 30 多只黑颈鹤，随着生态

环境的持续改善，黑颈鹤的数量逐年增多，现在每年有 2000

只左右黑颈鹤在此停留。”

尼玛顿珠说，每年 4 月下旬，随着阿热湿地的草甸开始逐

渐返青，丰富的食物，优美的环境，加上附近牧民群众的悉心

保护，这片湿地吸引了大量野生动物的停留和驻足，成为黑

颈鹤等候鸟迁徙的重要“歇息地”“中转站”和栖息场所。

数量逐年增多的黑颈鹤成群迁徙停歇或繁殖，正是对

当雄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美注脚。当雄县自然资源

局（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杨光富说：“近年来，当雄县始终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 理 念 ，率 先 在 拉 萨 市 成 功 创 建 全 国 生 态 文 明 示 范 县 和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这两块金字招牌充分体现了当雄

的生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县草原生态保护中重点

突出阿热湿地保护，探索湿地黑颈鹤、斑头雁等珍稀野生

动物活动的特点规律，促进湿地保护管理与湿地资源合理

利用有机融合，确保探索形成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

金的‘两山’转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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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颈鹤在雪山前飞翔。 索朗多杰 摄

阿热湿地内黑颈鹤与人类和谐相处。 益西旦增 摄

“天路”旁的黑颈鹤。 索朗多杰 摄

阿热湿地内的黑颈鹤。 索朗多杰 摄

黑颈鹤在阿热湿地觅食嬉戏。 益西旦增 摄

黑颈鹤仰天长歌。 索朗多杰 摄

黑颈鹤在阿热湿地栖息。 益西旦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