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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慶、倫珠、普布三人是日喀則市定日縣夏堆、
查孜、崗噶等村的村幹部。面對乾旱的威脅，

他們一致行動，給濕地補水。在他們的帶領下，珠峰
腳下的村民們忙完農活，就拿鐵鍬來到濕地裡，開
挖導流渠、撒播草種。一股股清澈溪水流進枯竭的濕
地，白土和黃草縫隙裡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音，綠
色的希望重新在乾枯的土壤裡孕育。

從事生態保護事業逾20載
41歲的次仁羅布，是西藏自治區「潘得巴」協會

的創始人。這個憨厚的藏族漢子每年大部分時間都是
和農牧民待在一起，共同守護舉世矚目的世界最高
峰。「保護雪山草原是本性，可能從祖輩那裡遺傳下
來的。」次仁羅布從小就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的草
原上，喝甘甜的雪山融水長大，看珠峰上的日出
日落作息。自2009年，在珠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
支持下，次仁羅布創建了「潘得巴」協會，他從事生
態保護公益事業已有20多年了，通過民間力量促進
自然保護區可持續發展。目前，協會培養的「潘得
巴」已經有400多人。
次仁羅布介紹，近年來，在一批內地公益組織的支

持下，協會先後實施了傳統羊圈改造、濕地補水、環
境保護教育、技能培訓等一系列項目。「珠峰保護區
裡的居民生活水準普遍較低，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資
源的依賴程度很大，社區抵禦自然災害，應對風險的
能力遠遠不足。」這是次仁羅布一直以來最擔心的問
題，也是他致力於開展社區培訓、推動可持續發展的
主要原因。

投入修復補償金逾3000萬
8年來，次仁羅布和他的團隊成員探索出一條「政
府領導、群眾參與、社會支持」的民間組織環保之
路。他說，「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力量的加入，是政府
環保的有益補充。」西藏珠峰自然保護管理局副局長
格桑提供的數據顯示，近5年來，當地在保護區投入
的濕地修復、補償資金達3,000多萬元人民幣，政府
的努力還在年年加大。
「這幾年，大家的努力沒有白費。」次仁羅布說，

崗嘎村人工補水後的濕地已經返青。他展示的一張照
片裡，遠處的珠峰倒影在水中，天藍、草綠。

趕在小天鵝出生之前，「長明電」終於
接入了天山深處，由此，新疆巴音布魯克自
然保護區開始啟用24小時線上監測系統。
這意味，今後在天鵝湖「數」天鵝，不用
再靠「肉眼」。
目前正是巴音布魯克草原小天鵝陸續

「破殼」之時，也是統計成年天鵝「落戶」
數量的最佳時機。在24小時線上監測系統
的幫助下，今年巴音布魯克草原上常住天鵝
的數量將比往年準確得多。
為研究和保護天鵝，幾年前，新疆就在

巴音布魯克自然保護區建成線上監測系統。
由於草原周遭山高谷深，通電難度極大，只
能使用太陽能，這一監測系統無法正常工
作，大多數時間處於閒置狀態。保護區管理
人員只能放先進的監測設備，用「肉眼」
數天鵝。
以天鵝湖聞名的巴音布魯克草原地處南

北天山的接合部，平均海拔約2,400米。據
保護區管理局觀測評估，每年4月至10月，
從世界各地來此「避暑」的各種天鵝多達2
萬隻。 ■新華社

新疆天鵝湖線上監測系統啟用

中國美術學院2017畢業作品展近日落
幕。在杭州，看美院畢業展是一件全城樂
事，但師生們卻是喜憂參半。一周的展覽，
不少作品「折損」在其中，有作品被觀眾拿
走，甚至有作品被觀眾改了造型。
據介紹，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區，雕塑與
公共藝術學院學生譚雄是「重災戶」，他的
雕塑作品《石雕魚群》大大小小30多條石
雕魚，開展第二天就少了一尾漢白玉雕的
「小鯽魚」。後面幾天，譚雄留心了，和同
學們輪班看護展品，但未能阻止意外。隔天
下午，一對年輕男女在展廳參觀時，女觀眾
拿起一條「皮皮蝦」，拉開包準備放進去。
好在被值班的同學發現，觀眾放下展品，匆
匆走出了展廳。

貼了26個「請勿觸摸」
除了作品被盜，更多的是被毀壞。同是
雕塑與公共藝術學院的曠筆峰展出了一組雕
塑作品叫《1000個彩色蠟塊》。作品是由
1,000個蠟塊疊成的正方體，顏色五彩漸
變。但就在開展第二天，原本堆得整整齊齊
的蠟塊被人改了「造型」，最上面的一層蠟
塊被疊到了邊上。還有一組雕塑作品《如何
解讀一個輪子》，有可以轉動的車輪，參觀

展覽時不少人都會上手轉一下，有人還會逆
轉，參展的同學無奈在作品底座上貼了一
圈「請勿觸摸」字條，足足有26個。
據了解，中國美術學院畢業展已經舉辦8

年，並不是今年出現作品被盜被損壞的情況。
去年，也曾出現過一篇名為《中國美術學院畢
設被盜一覽表》的文章還在微信熱轉過。
除此以外，今年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畢

業展上，有家長和孩子將作品拆解；貴州師
範大學美術學院畢業展，展品被隨意塗鴉；
南京藝術學院520畢業展，狂歡過後，有人
形容校園像結束大甩賣的超市，展品被損
壞，草坪被踐踏、滿地雜物。 ■央廣網

■作品《如何解讀一個輪子》底座上貼了
26個「請勿觸摸」字條。 網上圖片

美院畢業展 作品屢遭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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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變化正考驗着

世界「第三極」——青藏高

原的雪山、冰川，以及生

存於此的居民。在西藏自

治區日喀則市定日縣珠穆

朗瑪峰腳下，一群「潘得

巴」（藏語，意為為民謀福

利的人）已經行動起來。

全球有沒有變暖，66歲的

藏族老人貢慶並不清楚，

但是，祖祖輩輩生活在雪

山下的村民們感覺，近年

來當地天氣有變熱的趨

勢，山上的雪線有所上

升。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