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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越变越好 大青山野生动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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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呼和浩
特市处于大批候鸟迁徙中
亚欧线上重要的一环，其
周边的土左旗海流子水
库、托县黄河沿岸、和林石
嘴山以及赛罕区石人湾水
库，都为疲倦的候鸟提供
了栖息区。

“今年仅土左旗海
流子水库周边的过境候
鸟就有两万多只，有天
鹅、灰鹤、鸿雁、大雁等。”
高福锁告诉记者，曾经的
哈素海每年聚集了大量
候鸟，如今随着周边交通
的发展，车辆、人流增多，
部分迁徙候鸟就选择到
哈素海周边的水库、湿地
栖息了。

“今年我们重点在黄
河沿线的湿地区域、大青
山和蛮汉山生态项目区、
水库区域等地，加大对迁
徙候鸟等野生动物主要
歇息地、栖息地、繁育地
的巡查巡护力度，严防有
人投毒、网捕、枪击、下
套，以及非法猎捕、杀害
过境候鸟，并对候鸟迁徙
通道、集群活动区域进行
全天候、全方位的系统科
学观察。”高福锁告诉记
者，每年候鸟过境前后是
森林公安民警最忙的时
候，不仅要去野生动物集
贸市场、驯养繁殖场所、
花鸟市场、皮毛市场、药
材市场、古玩市场等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交易场所
拉网排查，还要去各大餐
馆酒楼看看是否有人吃
野味，还加强对互联网的
监察，对在网上网下非法
收购、贩卖鸟类等野生动
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惩处。

高福锁说，经过18年
的生态保护，首府生态有
了明显改善，物种越来越
丰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他呼吁市民们提
高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共
同保护首府生态环境，遇
到有人贩卖、猎捕野生动
物，可拨打呼和浩特市森
林公安局报警值班电话
0471-5306110。

今年10月，呼和浩特市的徐先生驾车行驶中见到了一只受伤的红隼，他把红隼送到了森林公安机关
进行救治。经过大青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医治，这只红隼康复了，之后被放归大自然……

自1999年首府实施“天保工程”以来，首府的生态环境在18年的时间里有了巨大改善，曾经难觅踪迹
的各类野生动物开始出没在大青山深处。它们繁衍增多，逐渐发展成完整和谐的本土生态链，为大自然
送上一份生态平衡、物种多样的礼物。

趴在草丛中的刺猬、
乡道边的沙鸡、野兔打的
地洞、隼划过天空的身影
……近几年来，首府市区
周边野生动物活动的轨迹
越来越多。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部分驴友在大青
山徒步时，甚至发现了狼
的足迹。驴友李海峰告诉
记者，他曾在大青山深处
徒步时，目睹过狼的身影，
还有一具被啃得干干净净
的羊骨……

2008年，大青山自然
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属于森
林生态自然生态系统类超
大型自然保护区，横跨新

城区、回民区、武川县、土
默特左旗4个行政区域，涉
及古路板、乌素图、回民
区、五道沟、井尔沟、五家
村、大青山、白石头沟、万
家沟9个林场，总面积
368.25万亩，其中核心区占
地126.42万亩。记者了解
到，随着近几年首府生态
环境逐渐好转，大青山的
野生物种逐渐多了。“自从
1999年之后，首府地区实
行了“天保工程”、退耕还
林、三北防护林工程，加上
近几年区域绿化工程的带
动，首府周边生态环境有
了改变，这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呼和浩特市森林公
安局局长高福锁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首府市民驾
车从京藏高速、110国道经
过呼和浩特市辖区时，一
路放眼望去，会发现大青
山上全部被绿植覆盖，没
有裸露的山石。生态变好
了，随之而来的是野生动
物物种的增多。现在，大青
山深处不仅有狼、狐狸、野
猪、獾子、野羊、鹿群以及金
雕、老鹰、猎隼、红隼等禽
类。“我们在大青山发现了
野羊。野羊是贺兰山一带的
物种，近几年首府生态环境
变好，它们也来到了这里。”
高福锁表示，野羊不下平
川，只在悬崖上跳跃行走，
它的出现是首府生态环境
变好的重要标志。

在大青山野生动物园
有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几
行整洁的平房，大大小小的
笼子，成为受伤野生动物的
临时“招待所”。记者了解
到，除了能对受伤动物简单
包扎、正骨、做手术之外，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还有近两

米高的“手术架”，用来固定
狮子、老虎等大型猛兽。此
外，还有许多特殊设备，为
动物“拍片子”，俨然一个成
规模的动物医院。

呼和浩特市森林公安
局治安支队队长萧天福告
诉记者，近年来首府生态环

境逐渐变好，野生动物也增
多了。首府不少市民捡到了
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隼，送到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后，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
了治疗，待其恢复健康后又
放飞自然。仅今年，就救助
了40余只红隼。”

日前，记者在大青山
野生动物园动物救助中心
看到，这里有撞到电线杆
头破血流的小鸟，有此前
新闻曝光在玉泉区被人工
饲养的狼，还有被卖艺人
弃养的猴子，半人多高的
老雕以及全身斑斓的山猫
……正在记者徜徉之际，

一只小白狐狸叼着一块硕
大的带骨肉匆匆从笼子里
穿过。“这里的动物伙食都
不错，不缺肉。”救助中心
一名员工告诉记者，被送
到救助中心之前，有不少
动物都是遍体鳞伤、瘦骨
嶙峋，经过工作人员的细
心呵护后，它们不仅恢复

了健康，还吃得毛光锃亮。
“我们救助的动物物种，基
本上都是首府的本土物
种，只不过有的栖息在大
青山深处。”萧天福告诉记
者，大青山深处的天空中
也盘旋着展翅一米多长的
金雕和珍贵的猎隼，从远
处看还以为是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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