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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雷月琴吃过早餐，拿上拐
杖、水壶和环保笔记本，便准备出门
了。她要去贵阳市南明河支流的市
西河巡查。

“市西河沿岸有许多餐馆在备
菜洗菜时，将污水、废水直接倒入河
中。”雷月琴说。

转了两趟公交车，今年 79 岁的
雷月琴拄着拐杖，穿过熙攘的人群
来到市西河沿岸，开始了环保“巡
查”。

这 就 是 雷 月 琴 普 通 一 天 的 开
始，而这一做已是 30多年。

植根心底的绿色守望

雷月琴 1937 年出生，她 4 岁的
时候，不慎喝到了被污染的脏井水，
生了一场大病。经过漫长的艰难救
治，雷月琴终于康复，但幼小的心灵
里便有了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的概
念，再加上目睹了周遭一些人因为
水体、食物被污染，身患痢疾或重
病，雷月琴认识到，生态保护对人的
文明健康至关重要。

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雷月琴随
父母躲避战火，不断迁徙，一路看
到 了 各 种 各 样 被 污 染 的 、荒 废 的
河 流 。 最 终 ，他 们 到 达 贵 阳 并 定
居 。 从 那 时 起 ，雷 月 琴 被 穿 贵 阳
市 而 过 、清 澈 见 底 的 南 明 河 深 深
吸引了。

“那时候的南明河清亮得一尘
不染。”雷月琴说，“我们去河里游
泳，波光粼粼，鱼虾结群，阳光照进
水里，能清楚地看到水底的细沙反
射着金色的光芒。”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
济和城镇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南明
河沿岸陆续建起了炼钢厂、造纸厂、
皮革厂等工业企业，入驻了大大小
小数不清的商户。当时，人们基本
没有环保意识，各行业产生的污水
几乎都直排进了南明河。

“黑废水、白泡沫，把南明河变
成了一个大染缸！”看着曾在孩提
时给自己带来无限快乐的母亲河
变 成 这 样 ，雷 月 琴 心 痛不已。她
一直认为，一条纯净优美的河流，是
一个城市充满灵气与魅力的重要
所在。

于是，1984 年，雷月琴刚从贵
阳市物资回收公司退休，便全心投
入到环境保护事业，成为一名环保
志愿者。那段时间，她走访了全国
很多城市，考察了太湖、洱海、滇池、
松花江等各大水域，看到了被水藻
压抑的河流、被白色垃圾笼罩的水
面，更加坚定了雷月琴用行动保护
母亲河的决心。

溯源查污，保护母亲河

2008 年的一天，贵阳市大雨倾
盆，雷月琴冒雨前往花溪河沿线查
看水质。走到龙王村时，她发现有

一大股污水直排入中曹河。为了找
到污水的来源，雷月琴连续 3 天到
现场查看，最终弄清楚了污水的来
源，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应该
画一张图，把了解到的南明河污染
情况记录下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情
况时也更简单明了。”雷月琴给自己
下了死任务，摸排查清南明河流域
的污染源到底都在哪。

于是，只要 有 时 间 ，雷 月 琴 就
会沿着南明河流域、市西河、中曹
河、花溪河走一走、看一看。她把
常 走 的 近 10 条 河 流 手 绘 成 地 图 ，
标 记 出 污 染 严 重 的 地 方 ，事 后 逐
个蹲点，向当地市民宣传劝诫，并
向政府管理部门举报乱排污水的
企业。

采访时，记者看到了雷月琴绘
制的“污染地图 ”。 整 条 南 明 河 流
域 的 整 体 情 况 跃 然 纸 上 ，包 括 上
下 游 众 多 支 流 、其 沿 岸 的 各 个 大
型工厂、污染源、排水口具体位置
与 状 况 等 。 其 中 ，一 些 重点观察
对象都用红笔数次圈画，“狠狠的标
注”。

1994 年 8 月，河流重点污染源
绘制图；2004 年 11 月，南明河亮丽
工程进展状况；2012 年 5 月，遗留污
染源标注图；2015 年 11 月，污水处
理厂分布图……每过一段时间，雷
月琴都会更新手绘的南明河污染源
地图，如今，这张地图已经更新到了
第 6版。

用行动推动理念传播

2007 年，为了更好地治理、保
护贵阳市民珍贵的饮用水源，贵阳
市成立了两湖一库（指贵阳市红枫
湖、百花湖、阿哈水库饮用水源）工
作领导小组，对作为饮用水源的两
湖一库实施统一管理，并设立贵阳

市两湖一库管理局、环境保护法庭、
贵州省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护基
金会 3个机构。

当雷月琴从报纸上看到两湖一
库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后，
立即找到基金会，当场申请并加入
了基金会，成为基金会成立后的第
一个志愿者。

但是，成为志愿者守护环境的
道路上，雷月琴也时常遭遇被人排
斥、抱怨、辱骂甚至“动武”的情况。

有一年，贵阳花溪河边，一名男
子将死兔子挂在树干上解剖，并不
断把内脏抛向河中。路过的雷月琴
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前劝阻，并告
诉这名男子其行为污染了清澈的花
溪河，要求他立即停止向河里丢抛
血污内脏的行为。结果，这名男子
不仅不听劝诫，还气急败坏地握着
剖兔子的尖刀朝着雷月琴骂骂咧咧
地走过来，并推攘雷月琴瘦弱的身
体。雷月琴差点摔倒在地，但仍毫
不畏惧地大声警告这名男子，指证
他的错误，周围的群众终于挺身而
出，扶住踉跄的雷月琴，把意欲行凶
的男子从雷月琴身边拉开，齐声谴
责他的不良行为。最终，这名男子
狼狈地收拾东西，迅速离开。

还有一次，雷月琴和志愿者在
阿哈湖水库“巡查”时，发现有年轻
人在水库的核心区岸边钓鱼，同去
的另一位志愿者在制止垂钓的过程
中与钓鱼者发生争执，雷月琴上前
劝解，希望钓鱼者不要再到饮用水
水源地钓鱼。但是，其中一人怨声
不断地指责雷月琴多管闲事，甚至
一把扭开雷月琴拾捡塑料瓶的手，
雷月琴的手指被扭得疼痛发肿，不
能动弹，时至今日，右手无名指的关
节仍然略微变形。

“我有时候也在反思，是不是真
的管得太多、太严。”雷月琴说，“但
是生态与文明，我相信始终是相辅
相成的。当文明素养得到修正与提
高，环境也自然而然得到保护和改
善，相反亦是如此。管得多一些、细
一点，污染就可能少一点。”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环境意
识的提升，现在，南明河沿岸的许多
商户都意识到了偷排乱排废水对河
流的危害。雷月琴巡查时，他们会
主动和她打招呼。做小吃生意的宋
大姐亲切地称雷月琴为雷阿姨，说
雷月琴是值得尊重的人。受雷月琴
的影响，她不仅不再乱丢垃圾，还教
育孩子要从小爱护环境。

贵阳市生态文明基金会秘书长
叶小云表示，雷月琴没有轰轰烈烈
的大事，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所
做的事情也很琐碎，但是她几十年

如一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用坚持和行动影响着身边的
人和年轻一代，用一点一滴的行动
去保护生态环境，在实践中让生态
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让人们养成
生 态 思 维 ，促 进 生 态 与 文 明 融 合
相成。

人生最美夕阳红

在两湖一库基金会的积极组织
下，许多退休老人都加入到环保志
愿者的行列中来，最多时达到了 60
余人。但日复一日的环保巡查工作
枯燥、条件艰苦，慢慢地许多老人因
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暂停了巡查。

如今，以南明河流域和阿哈水
库为原点，扩散至相关支流，时常走
访巡视、劝诫护河的退休老人，只剩
下雷月琴一名了。每年，她平均志
愿服务 300 小时以上，不收取任何
形式的报酬。同时，收入不高的雷
月琴，每年还坚持拿出 3000 元左右
捐献给基金会。

从一个人到一个人，雷月琴告
诉记者，她其实并不沮丧。她说，老
年人不像青年志愿者，视力不好，腿
脚也不麻利，身体条件确实需要考
虑。近年来，她不断地向大中小学
生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已经培养出
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志愿者，他们正
成为不竭的力量，共同加入到保护
南明河的队伍中来。

对此，雷月琴很是欣喜。在护
河之外，她最开心的事，便是将环保
的绿色种子播撒至更多年轻学生的
心里。她的 3 个孙子也在她的带动
下，加入到了“两湖一库”环保志愿
者队伍中，并在就业时选择了绿色
生产或发展的行业。

2014 年 11 月 初 ，雷 月 琴 入 选
“全国十大江河卫士”，获得奖金 5.5
万元。接过奖金和证书，雷月琴当
即将全部奖金捐赠给贵阳市生态文
明基金会，用于开展少儿环境教育
和绿化基金。

“只要还走得动，我就会一直坚
持下去。”雷月琴告诉记者。在她心
里，看着年轻一代逐渐懂得保护水
资源、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爱护
花草树木，养成绿色出行、节约生活
的好习惯，是生活最大的安慰。

过几天，雷月琴又要与志愿者
基金会的孩子们，一同到贵阳市郊
的草原上，开展“绿色环保”专题夏
令营活动。南明河的河水清绿，映
衬 着 雷 月 琴 心 里 那 条 没 有 污 染
的河。

说起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动
植物，平时看上去言语不多的王小平顿时就
像变了一个人，滔滔不绝。有人告诉记者，在
保护区，只要是能喘气的，没有王小平不知道
的。熟悉他的人，都习惯地称其为保护区的

“活字典”、“百事通”。

15年与蛇共舞，足迹遍布蛇岛

2001 年 ，王 小 平 从 东 北 林 业 大 学 一 毕
业，就来到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从事保护
和科学研究工作，一干就是 15 年。15 年时间
里，他与蛇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蛇岛面积不大，只有 0.73 平方公里，被渤
海像一个勺子一样包围起来。但蛇岛是世界
上唯一的只生存单一种类蛇的海岛，岛上生
活着近两万条剧毒蛇岛蝮（中国特有种，主要
分布于我国辽东蛇岛），有非常独特的科研价
值和保护价值。

蛇岛保护区成立伊始，就有科考队对蛇
岛 蝮 的 种 群 和 数 量 进 行 调 查 。 2006 年 和
2012 年，保护区先后组织了两次蛇岛腹种群
数量全面普查，王小平参加了全过程。

普查的方法叫重捕标记法，需要科研团
队冒着生命危险，勘察蛇岛的每一个角落，抓
住看到的每一条蛇，然后用标色笔在蛇的身
上做记号。蛇岛上植被茂盛，藤蔓和杂草纵
横交错，再加上地形多为悬崖或陡坡，考察队
员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最具威胁性的还要属
岛上密布的蛇了。有时候，王小平伸手扶一
下树枝或是按一下石头，都能摸到它们。而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同样的路线和区域，王
小平他们至少要走上两遍。

15 年与蛇共舞，被蛇咬是不可避免的事
情。王小平有过两次被咬的经历。

2007 年 5 月的一天，在一次科研活动中，
需要抓蛇。当抓到第 10 条的时候，王小平一
时疏忽，手稍微松了一点，蛇往前蹿了一下，
回头正好咬在他的左手食指上，他的手指立
即肿了起来。当时，蛇岛蝮刚刚经过一个冬
天的冬眠，毒液已经积攒了大半年。

王小平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不到两个
小时，他的整只手已经肿得像面包一样了。
到达医院，医生剪开简易绷带的一瞬间，王小
平的手腕就像被吹的气球一样瞬间向外鼓，
整个胳膊都跟着肿了起来。

王小平说：“刚住院那几天，肿、胀、痛，我
感觉就是把整只胳膊砍掉都比当时舒服。”最
后，医生在他的 5 个手指之间穿刺，通过减压
排出积液。记者注意到，由于穿刺的针头较
粗，王小平左手的 5 个手指之间至今仍保留
着 8个白色的针孔斑痕。

整整住了 18 天院，他才算捡回了一条
命。但是，他的整个左手、左臂、左侧半边身
子都蜕了一层皮。没想到，出院后，他没有丝
毫休息，立即重返岗位，回到他热爱研究与保
护工作中。

为蛇岛蝮颁发“身份证”

生物芯片是国内外用于生物研究的先进
技术，被称为给生物颁发“身份证”，通过将生
物芯片植入生物体内，进行监测和数据积累，
从而计算生物的生命周期、存活年限以及年
生长发育等情况，做出其生命周期表。

2014 年，保护区管理局准备将这一技术
用于蛇类研究，任务交给了王小平和他的科
研小组。

根据计划，有 500 条蛇岛蝮将被植入生
物芯片。这再次考验着王小平和同事徒手抓
蛇的能力。

采访过程中，记者亲眼目睹了王小平给
蛇岛蝮植入芯片的过程。首先，他用一把一
尺长的铁钳子捏住蛇头，然后换到手中用大
拇指和食指掐住脖子，且要掌握力度，不能松
也 不 能 紧 ，一 条 完 整 的 蛇 岛 蝮 就 拿 捏 在 手
中了。

接下来，王小平给蛇做体检，记录蛇的体
长、尾长、体重、年龄、有无进食等情况，同时
记录其分布环境、GPS 定位数据等信息。最
后，用注射器将一枚长 8 毫米、直径 0.8 毫米、
圆柱形状的生物芯片注入到蛇的尾部皮下，
消毒后将其放回原地，一个完整的“抓”蛇过
程才告完成。

过程看似简单，但实则危险无处不在。
王小平娴熟的动作、过硬的心理是通过常年
与蛇为伴的生活练出来的。

“通过此项技术，经过 10 年左右的数据
积累，就可以掌握蛇岛蝮的性别比例、不同季

节的肥满度指数、喜好的生态环境等指标，从
而计算出蛇岛蝮的生命周期、存活年限、年生
长发育情况等。”王小平说。

据了解，将生物芯片技术应用到蛇类研
究领域，不仅在国内属于首次，在世界范围内
也是唯一一个。这是由蛇岛蝮独一无二的特
性和蛇岛独特的地理优势决定的，蛇岛蝮是
旅顺蛇岛独有的单一物种，同时蛇岛是一个
独立的封闭空间，蛇岛蝮一生活动范围固定，
半径基本不超过 100 米，而世界上其他地区
的蛇类活动范围达数十、数百公里。目前，王
小平带领的蛇岛科研小组已完成 320 条蛇岛
蝮的生物芯片植入工作。

开设环保讲座，传播保护知识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科学部门于 1971 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间跨学
科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早在 2006 年，蛇
岛老铁山保护区就着手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启动。2011
年 12 月，保护区决定重新启动这项工作，并
成立蛇岛申报工作小组，由王小平所在的科
研组牵头。

然而，准备并非易事，过程困难重重。“条
件极其艰苦，对细节要求十分严苛。仅申报
的中英文件就长达数百页，涉及方方面面，繁
琐而详细。”王小平说。

在王小平的努力下，申报准备工作充分、
到位。2013 年 5 月 28 日 ，蛇 岛 老 铁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成 功 入 选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确 定 的 世 界 生 物 圈 保 护 区 ，成 为 全 国 第
32 个、辽宁唯一一个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 网 络 的 成 员 。 对 于 王 小 平 来 说 ，这 一
天，终生难忘。

除 了 份 内 的 工 作 ，在 业余时间，王小平
总是竭尽所能地传播自然生态保护理念，15
年来热忱不减。借助蛇岛老铁山自然博物
馆、鸟类环志站，他为旅顺市大中小学生开展
过大大小小上百场环保科普知识讲座，传播
自然保护区，特别是鸟类、环境保护方面的知
识，同时提供保护区实习机会，帮助学生增强
生态保护意识。

高超的摄影技术是王小平为人称道的另
一项技能。为了让讲座更加生动、形象，王小
平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摄影技术，尤其是
生物影像拍摄，10 年来，拍摄的野生动植物
多达 1500 余种，并通过新媒体方式将精美照
片与公众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生物之美，进
而认识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在刚刚结束的“蛇岛探秘”主题展览中，
王小平做了题为“旅顺鸟类多样性”的精彩讲
座，通过一张张由他本人拍摄的鸟类生态摄
影作品，介绍了旅顺地区在中国鸟类研究史
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并对旅顺地区常
见鸟种的辨别特征、保护级别和生活习性等
进行了详细讲解。

杨女士带着 7 岁的儿子一起来听讲座。
她说：“这样一堂鸟类知识科普课，孩子非常
爱听，可以极大地激发他对自然生态的热爱，
很有教育意义。”

◆本报见习记者赵冬梅 记者杨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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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植行 黄通明

雷月琴手绘的河流污染地图。

蛇岛的守护神
——记大连市第五届环保人物王小平

王小平现任辽宁蛇 岛 老 铁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科 研 信 息 科 科 长 ，曾 获

“全国环保科普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6
年 ，荣 膺 大 连 市 第 五 届 十 大 环 保 人 物 。 多
年 来 ，致 力 于 保 护 区 的 科 学 研 究 、环 境教
育、科普宣传等领域，为大连的“生态明珠”挥
洒着青春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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