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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损失政府管
清水河村村民汤文德在电话里说，昨天

下午一两点，大家听说大象来了，纷纷跑到各

家二楼朝外观望。“?象看起来也有一头牛那
么大。”汤文德说，“大象从田里走过，一开始

很悠闲的样子，后来跑了起来了，跑得还挺
快。”他介绍，清水河村老老少少有 100多人，

田里种的是玉米、蔬菜和鲜花等作物，虽然他

们没有买野生动物致害责任险，但这次大象
造成的损失，政府已经承诺给予补偿。

大象除了光顾田地，还去了村里已经废
弃的老屋区域，从他提供的照片上看，15头

大象分成几个?群，都是一头大象身边跟着
两三头?象，挤挤挨挨地站在水泥地上，头朝

向旁边的草丛和灌木丛，不知在寻找什么。村
民或防护人员就在一栏之隔的地方，静静地

看着，并不去惊扰。他提供的一段视频上显
示，15头大象排成一列，缓缓地从半山腰的

树林中走过。山下红色的消防车、多辆绿色的
渣土车正在待命，工作人员在现场观望。

汤文德说，要是它们晚上在村里住下，村

民就搬到二楼三楼去住。

距昆明地界越来越近
云南省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

人机监测距离大象最近只能达到两三公里，

由国家林草局和其他单位一些工作人员组成
前线指挥部走得更近，距离大象不足 500米，

这样其实非常危险。指挥部是流动性的，大象
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大象停下来休息了，他

们才能休息一会儿，也没有住和休息的场所，
不要说房屋，连个帐篷都没办法搭起来。

大象们是否还要一路向北？在云南省林

草局的监控屏幕上，可以清晰地见到无人机

实时监测到的大象行动轨迹。5月 31?晚，

15头大象从玉溪大河南岸被人们投喂的香
蕉、玉米和菠萝等食物引诱到北岸，并跟随投

食车进入岔路进山，开始远离城区，这也证明
目前采取的投食引路方法行之有效。

昨晚 7时许，大象距离玉溪市红塔区大营

街街道 6公里，距离玉溪市区 11公里，离昆明
的“前沿阵地”晋宁区地界不足 7公里，离晋

宁城区 30多公里。再向北七八十公里就是昆
明市城贡新区，离昆明老城只有 80公里。

记者今天上午获悉，象群目前已进入洛
河乡新寨村，此处距离昆明市晋宁区地界仅

两三公里。指挥部已经从洛河乡转移到春和

街道，前往新寨的路已经封闭。如果按目前的
迁徙路径，象群有可能今天下午到达晋宁区。

晋宁严防大象进城
昨天，在设在洛河乡政府的前方指挥部，

记者见到两名昆明市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他

们受命前来学习玉溪市的防控经验，昆明拦
截大象的“前沿阵地”晋宁区也已做好布防，

要严防死守，阻止大象进入城区。
为了围追堵截 15头大象，当地临时调集

东骏、永鑫、志远等多个渣土公司的约 270辆

20吨的渣土车，分别在不同路段待命围堵。
东骏公司的曾德聪说，他们已经蹲守了 3天，

吃住都在车上，公司会送盒饭过来。昨晚 9点
钟左右，车队接到命令，打开通往清水河村的

岔路口，拨出约 10辆渣土车驶入，执行防护
拦截任务。

但现场也有“怪”现象，昨天在云南玉溪
红塔区洛河乡玉溪大河岔路口，有多名网络

主播在象群途经地点直播。在一处投食区域，
一名主播捡起大象没吃的菠萝，用脚踩碎捡

起果肉吃给网友看。这名主播自称已追随象
群四天。随后，有工作人员对主播进行劝导，

提醒注意安全，不要私自到管控区域。
    （本报玉溪今日电）

一路 北

今早距昆明地界仅两三公里
村民站在楼上看“过境风景”

    昨天，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FAW）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
藩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官方微

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就人们关注
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 这群象为什么会北上？

自我国开展亚洲象研究以

来，这么长距离的扩散就没有记录

过，至少我的认知和网络上并无相
关文章，基本可以将这次的事情当

作一个特例。它们迁徙的原因很
多，可包含但不限于栖息地环境、

干旱及食物的变化等，实际上无法
在短时间内得出一个科学的，有针

对性的结论。有专家也讨论过是否
因为迷路，或是本身就是一个随机

的选择，在我看来都有道理。确实
对于象群的活动，基于目前所能得

到的信息，专家也只能推测，而无
法定论。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扩大和

加强亚洲象习性、栖息地利用状
况、适宜栖息地等全方位的多角度

的实用型研究。为今后亚洲象保护
提供更多依据和参考。

● 如何才能让这群象回到普
洱或西双版纳？

如果能以人为阻隔加引诱的
方式，尽可能减少接触的情况下

将象群“带回”，将是目前最好的
状况，但很难。

可不可以麻醉了以后送回
原栖息地？麻醉象群并不像我们

在电视、电影里看的那样简单，

中间的难度极高。上个月我们津
巴布韦的同事刚帮 6 只非洲象

搬了家，运输中采取了麻醉，这 6

只都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孤儿

象，年龄在 3-5?间，都未成年。
尽管如此，这次行动也准备了数

月之久，经过多次流程规划和数
次演练，现场的兽医团队和运输

设备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调
配的。而我们的“断鼻家族”是 15

头野生象，其中还有 3头和妈妈
寸步不离的幼象，很难找到象群
散开的机会让人们使用麻醉枪，

而一次转移运输这么多大象工作量难以估量。
而我更在意的是如果通过麻醉转移的方式，将

会对整个象群后续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什么样
的影响？而这影响带来的变化会给生活在当地

的居民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 这群象北迁是由于环境改善吗？

我也见到了许多文字描述，有一些将大象北

上的事情描述成了“环境改善”等等。可以肯定，
云南政府、林业保护部门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为云南省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极
大，也确实对云南省内的生态环境有了极大的改

善，但是这些和象群北上行为基本没有关系。
● 亚洲象真如宣传的那样可爱和温顺吗？

我们该如何与象相处？

大象也并非现在部分媒体和网络描述的那

样，对于人类是一个可爱、温和的动物。相反，对
于人类来说，亚洲象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物种，亚

洲象和人类在很多方面都很相近：都是以家族
为单位生活、对于家族生活充满热爱、对于家族

成员充满关心……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可以
无限接近，或是围观亚洲象的借口，反而应该成

为我们远离象群，不打扰，不惊吓的原因。
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本能的对于自我安

全的防护和对幼崽的保护，都会做出超出我们认
知的防护或反抗行为，如果考虑到这点，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在亚洲象活动区域会出现的各类预
警安全防范人员和警示标语了。

希望能对正在“围观”的各位有个提醒：大
象固然可爱，但请记住它们依旧充满野性和危

险，保持足够的距离，保持足够的尊重，这个世
界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

● 有关机构在这次大象北上中做了什么？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象群伤人的
事件发生，这真的要感谢在众多没有出现在新闻

画面里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了：24?时跟踪监
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进村入户安全提示……

我早些年参与过一些类似的工作，了解其中的辛

苦，他们的付出值得被尊重！ （姜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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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家还在关注 “象去哪儿” 时，这

边，猪又“闯祸”了。 据上游新闻报道，5?
10日， 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一名村干部在

进行防火巡山时， 遭到野猪袭击身亡，这
也将当地野猪泛滥成灾的问题公开化。

从误闯村庄、扑伤村民的“完达山一
号”野生东北虎，到 15?亚洲象“一路向

北”，再到如今攻击村干部伤人致死的野
猪，野生动物的频频造访，给人类生活带

来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威胁着人们的生
命以及财产安全。

但野生动物并不是人类的敌人，每

次这样的事件背后，我们除了围观甚至
调侃，更应该思考的是它们频繁出走背

后的原因？ 野猪泛滥成灾或是种群特性
所致，大象出走、东北虎进村也许是因为

栖息地萎缩，但背后都直指一个深远的

话题———人类应如何与野生动物和谐共

处在这颗蓝色星球上。

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对症下药”

是关键。 比如，针对野猪泛滥成灾，能不
能考虑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应急和管理机

制，不要再等到伤人事件发生后才来“亡
羊补牢”；对于出走的大象，在引导它们

南下回归适合的生存环境后， 还应该考

虑的是，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多，如何保障
它们有足够的栖息环境？ 当地自然保护

区的设计和管护是不是可以与时俱进再

优化？ 这样才能避免它们再一次离开栖

息地、侵扰人类居住地。

如何找到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之道，

尊重自然、爱护动物、科学管理应是题中

之义，人类也是时候该补上这一课了。

龙春晖

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处
人类该“补课”了

昨天，“六一”国际儿童节，15
头欢快北迁的亚洲象继续在玉溪
市红塔区洛河乡逗留，并在香蕉、
菠萝等食物的诱引下，走入清水
河畔的草皮山，远离城区。前线指
挥部距离大象不足 500 米，山里
的村民早已接到预警，留在家中
避险，隔空眺望象群经过。

特派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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