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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前的偶然一瞥，一只“萌脸”小
家伙走进了李维东的视野。让他没有
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萌物竟会改变他
的人生轨迹，余生都将为保护这一物种
而坚守。它正是因李维东发现而被确
认的我国天山特有濒危物种——伊犁
鼠兔。

正是凭借这份坚守绿色理想的精
神 和 感 人 至 深 的 行 动 ，李 维 东 获 评

“2014~2015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是
新疆环保人获得的第一份绿色中国年
度人物大奖。

认准了就要坚持到底

谈及发现伊犁鼠兔的过程，李维东
至今印象深刻。1983 年 7 月，他和同事
在 野 外 工 作 中 救 助 了 一 位 牧 民 的 孙
女。为表达谢意，那位牧民邀请李维东
他们去家里做客。牧民家后面有一座
平顶山，饭后，众人攀爬到山顶，站在悬
崖峭壁之巅，想看看天山深处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刻，岩石缝里突然冒出一只
灰色的、带着斑点的小脑袋，与周边的
岩石环境非常接近。小脑袋一瞬间又
缩了回去，李维东屏住呼吸耐心等待
着，终于等到了那只又像兔子又像老鼠
的小动物再次出现。也正是在那，李维
东采集到了伊犁鼠兔的 1号标本。

这一瞥，让李维东开始了艰辛的寻
找伊犁鼠兔的工作。在多次查寻伊犁
鼠兔踪迹无果的情况下，李维东没有放
弃。他夏天在茫茫疆域上奔跑，冬季登
上天山主峰，只为了再看到那个曾经出
现在他生命里的“小脑袋”。

老天不负有心人，就在李维东而立
之年生日的前一天，他和伙伴们在天山
的另一处采集到了伊犁鼠兔的第 2 号
和第 3 号标本。经过研究和比对，确认
这是兔形目的一个新种动物。1986 年，
李维东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马
勇一起把这个物种命名为“伊犁鼠兔”，
这是中国人自主发现并命名的哺乳动
物，在当今世界可谓非常难得。

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成就了李维
东。他原是一 名 医 生 ，为 了 伊 犁 鼠 兔
的 保 护 工 作 ，而 毅 然 放 弃 了 医 生 职
业。他说，转行并不是不热爱原来的
工作了，而是由于发现伊犁鼠兔作为
一 个 古 老 的 物 种 ，却 马 上 濒 临 灭 绝 ，
使 他 不 得 不 投 身 于 保 护 工 作 。 随 着
涉 足 环 保 领 域 越 来 越 深 ，李 维东意识
到，野骆驼、藏羚羊、蒙古野驴等许多野
生动物都亟需保护，这让他更加义无
反顾。

“我认为自己对工作的认真态度没
有错，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李维东说。
这些年，为了观察伊犁鼠兔，李维东不
知道攀登了多少次深山雪峰；为了野骆
驼和藏羚羊的保护，不知进过多少次罗
布荒原和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无人区，野
外工作的险情也是一个接一个，但是他
都没有退缩。

物种保护仍岌岌可危

爱上伊犁鼠兔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注定了研究者不平凡的一生。每一次
它的出现和消失，都深深地牵动着李维
东的心。

自 2002 年以来，李维东等人每隔 4
年就进入伊犁鼠兔分布区的 14 个定位
观测点做一次全面调查，每次除了野外
工作难度大外，最难的还是找工作经
费。他和志愿者们，甚至是他的家人，
一次次扛着沉重的设备重装上山，徒步
数天穿越 3 座海拔 3200 米~3400 米的天
山主峰，他走的路线甚至连当地人都不
知 道 。 然 而 ，李 维 东 却 一 次 次 失 望
而归。

自 1992 年后，李维东再也没有发
现过伊犁鼠兔的活体，只有少量粪便似
乎表明它们还活着，在为生存而挣扎。
到后来，在伊犁鼠兔最早的发现地连粪
便都没有了，表明这个区域的伊犁鼠兔
已经消失，后来证实消失的区域越来越

多。李维东忧虑地表示，这预示着伊犁
鼠兔危在旦夕。

然而，李维东没有放弃，20 多年来
依然坚守在寻找伊犁鼠兔的第一线。
2014 年 7 月，奇迹终于发生了。当时，
李维东正带领考察队在精河县木孜克
冰达坂布设红外触发相机，他再次看到
了消失在他眼中 22年的伊犁鼠兔。

“拍下照片时我就在想，这么多年
了，我的相机都换了几代了，每次都无
获而返，这次终于再次拍到它了。”李维
东难掩内心的激动，声音都高了几度。

他的照片，让伊犁鼠兔再次萌翻了
世界。不过，再次发现活体伊犁鼠兔的
喜悦，并没有冲淡他心中的重重担忧。

“我们很担心这次露脸的伊犁鼠兔，会
成为最后一只。”

多年的追踪和考察显示，伊犁鼠兔
的种群数量正持续下降，比国宝大熊猫
的数量还要少。新疆 14 个伊犁鼠兔观
测点中，9 个点的伊犁鼠兔已经消失，他
们推算当前数量不足 1000 只，比 1992
年的推算数量 3300 只左右下降了 70%
以上。李维东表示，伊犁鼠兔分布已经
高度片段化，这是物种灭绝的征兆，再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伊犁鼠兔就会
全部灭绝。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保护行
动刻不容缓。

在李维东的 呼 吁 下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2014 年 批 准 建 立 了
天山一号冰川保护区域，伊犁鼠兔的
保 护 工 作 有 了 突 破 性 进 展 。 但 这 距
离 李 维 东 期 望 的 综 合 性 自 然 保 护 区
还差很多。

2007 年 ，李 维 东 提 前办理退休手
续；2015 年，创办了个人工作室，全身心
投入伊犁鼠兔的保护。2016 年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新疆环境保护
厅的支持下，李维东在精河县启动了中
华伊犁鼠兔保护地项目，这是距发现伊
犁鼠兔模式标本产地最近的区域，那里
的鼠兔消失之后，这里的保护工作显得
更为重要。

2015 年 8 月，李维东在天山一号冰
川野外考察，最近一次看到伊犁鼠兔。
一个月后，李维东带领的考察队在精河
县高海拔区又见到一只伊犁鼠兔。这
个点位就是一年前李维东拍摄到那只

闻名世界的伊犁鼠兔的地方。

动员全社会共同保护

《我是伊犁鼠兔》保护宣传手册于
2016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新疆正式
首发，李维东是手册的策划人兼主笔。
对编写保护宣传手册有过帮助的人，除
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外，还有当地牧民、
行政机构、野外站点的负责人，基金会、
大中小学学生、老师以及媒体记者等。

众人拾柴火焰高。仅仅一本宣传
手册都需要这么多方面的支持，保护伊
犁鼠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保护伊犁鼠兔，李维东尽了最
大的努力。如今已经 60 岁的他，本该
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然而他依然常常
背着沉重的设备，攀爬峭壁，翻越天山，
去寻找伊犁鼠兔。

这 些 年 来 ，李 维 东 开 的 是 自 家 的
车，花的大部分是自己的钱。他把大部
分工资以及每次获得的环保奖项奖金
都投入到了保护工作中，仅在伊犁鼠兔
等濒危物种保护工作中，他个人就投入
了三四十万元。然而，仅靠个人力量毕
竟有限，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为此，李维东多次组织志愿者实地
参与科考活动，跟随科研人员一起来到
天山，帮助完成科考工作。同时，制作
保护伊犁鼠兔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宣
传手册，让公众更加深刻地了解保护工
作的意义。

李维东说，目前保护工作最重要的
是就地保护。他正在积极争取建立自
然保护区和保护小区保护伊犁鼠兔的
栖息地，联合当地的哈萨克族、蒙古族
以及维吾尔族等牧民一起参与到伊犁
鼠兔的保护工作中来。实际上，李维东
也聘请了不少当地牧民开展正常巡护，
宣传伊犁鼠兔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并定期监测和维护设备。

李维东给记者讲了乌拉斯汗及其
全家的故事。乌拉斯汗是尼勒克县的
哈萨克族牧民，从伊犁鼠兔定种研究
开 始 ，不 管 是 在 冬 草 场 还 是 夏 草 场 ，
乌 拉 斯 汗 的 家 一 直 都 是 科 考 队 的 后
勤 基 地 ，考 察 队 的 马 匹 也 寄 养 在 他
家。后来乌拉斯汗去世后，他的两个儿
子拿起接力棒，承担起了协助科考后勤
的工作。

在李维东的影响下，像乌拉斯汗一
家这样热衷保护伊犁鼠兔的牧民还有
很多。如乌鲁木齐县哈萨克族牧民托
依坚和他的孩子们，精河县蒙古族牧民
其木代等。其木代为首的蒙古族牧民
志愿者队伍还正式接手了精河县的中
华伊犁鼠兔保护地项目，负责保护和监
测，他们最新获取的伊犁鼠兔监测影像
资料，及时出现在近日在美国召开的第
5届世界兔形目大会上。

在李维东的带动下，公众也对伊犁
鼠兔的保护工作广泛参与。2015 年，李
维东发起“拯救伊犁鼠兔行动”爱心众
筹活动，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上万
人（次）进行了爱心捐助，募集到善款
近 25 万元。“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又可
以 开 始 了 新 一 轮 的 伊 犁 鼠 兔 保 护 工
作。”李维东高兴地说。

颁授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时，李维东
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参加第五届世界
兔形目大会。得知获奖消息，大会主办
方、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物种生存委员会
兔形目专家组 Andrew Smith 主席向全
体与会代表隆重介绍了李维东，得到了
代表们的鼓掌致意。随后美国电视台
在播报本次会议的新闻报道中，也特意
提到了来自中国的会议代表李维东与
伊犁鼠兔的故事。

然而，个人的荣誉并不是李维东在
意的，他希望能得到国家层面对伊犁鼠
兔等兔形目动物保护更多的支持和行
动，也希望在下一届法国巴黎召开第六
届世界兔形目大会时，能有更多的保护
成就和更多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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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强这个劳动模范，是做出来的，
也是拼出来的。

今年 4 月，在四川省广元市第四届
劳动模范评选期间，广元市环境监测
中 心 站 职 代 会 推 选 庞 强 参 评 劳 动 模
范。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一致认可
他“应该，值得”。

面对困难从不打“退堂鼓”

2003 年 7 月，庞强从苍溪县畜牧局
调入广元市环境监测站工作。初来乍
到的庞强，做起了爬高烟囱采气、入臭
水沟采水、在马路上守夜这些枯燥琐
碎的工作，这让他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甚至产生了“打道回府”的想法。

不过，庞强转念一想，又不服气起
来。“这么多人都能够坚持下来，我为
什么做不到呢？”

他决定珍惜党员荣誉，珍惜来之
不易的机遇，展现党员风采。

为了练好大气监测的基本功，他
利用休息时间练习移液，连吃饭的时
候 都 拿 着 筷 子 比 划 。 白 天 实 战 操 作
后，晚上回到家里也不休息，查看分析
方法及相关文献资料，第二天再将所
学应用到实验操作中。

庞 强 还 十 分 注 重 业 务 总 结 分
析 。 这 些 年 ，他 先 后 撰 写 了《地 震 灾
区 活 动 板 房 无 害 化 处 置 与 利 用》、

《对 环 境 噪 声 扰 民 投 诉 频 繁 的 调 查
与 对 策》等 论 文 7 篇 ，分 别 发 表 在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出 版 社 和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出版社刊物上。
监测工作任务繁重，非常辛苦，但

庞强从不打退堂鼓。记得有一次在某
发电厂进行监督性废气采样监测时，
当时的采样平台还不健全，安全措施
也不完善，面对 100 多米高的烟囱，庞
强义无反顾地爬了上去，尽管身体不
由自主地打起了寒颤。

2007 年，庞强参与到全国土壤状
况调查任务中。调查不乏地处偏远、
交 通 不 便 的 地 方 。 为 了 拿 到 监 测 数
据，庞强与同事身背采样工具，步行前
往 监 测 地 点 。 在 旺 苍 县 国 华 乡 监 测
时，庞强他们从上午 11 点一直走到了
晚上 12 点。第二天，再继续坚持寻找
监测点位采样。

就这样，顶着烈日、冒着暴雨、迎
着狂风，他们历经 90 多天圆满完成了
全市 4 县 3 区 138 个点位的土壤调查监
测采样工作。

辛勤的付出迎来了一致的认可。
庞强先后被四川省环保厅评为“抗震
救灾先进个人”，被四川省环境监测总
站评为“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先进
个人”。2016 年 4 月，他又被评为广元
市第 4 届劳动模范，成为广元环保系统
首个劳动模范。

危及关头总会挺身而出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0 级特大地震。地震发生时，庞强正
随同四川环境监测系统的 22 名生态考
察团成员行进在汶川映秀（紫坪铺源
头）通往都江堰的路上。 面对突如其

来的地震灾害，庞强立即与四川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联系，采取自救措施，往
都江堰方向徒步行进。

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5
月 13 日 凌 晨 1 点 钟 左 右 ，刚 逃 出 地
震 危 险 区 的 庞 强 立 即 赶 回 广 元 ，投
入 到 抗 震 救 灾 环 境 应 急 监 测 工 作第
一线来。

每天，他冒着强烈余震的危险与
野外采样监测人员来回往返于青川、
广元之间，东河口堰塞湖处铀矿因地
震 暴 露 了 ，他 赶 往 现 场 取 样 检 测 ；村
民 反 映 河 流 水 流 颜 色 异 样 了 ，他 又
赶 往 现 场 湖 北 进 行 检 测 。 越 是 突 发
的紧急事件现场，越有庞强忙碌不停
的身影。

能打大仗，能扛硬仗，是群众对庞
强的一致评价。2015 年，甘肃省发生
锑污染事件，庞强又第一时间投入到
环境应急的监测工作中。

为了准确捕捉污染水团，采集有
代表性的样品，庞强与采样人员租借
打鱼船、协调橡皮船，自制简易采样器
到冰冷的河中心，坚持每小时一次准
点同步取样、送样，风餐露宿，冒着严
寒 24 小时蹲点，连续熬了几个通宵。
在他们的辛苦付出下，共发布《甘肃省
锑污染事件广元应急监测专报》64 期，
应急监测信息 14 条，会议纪要 16 期，
现场采集应急图片 500 余张，收集各类
应急信息 50多条。

正是有广元环境监测人超常监测
分 析 、超 凡 拼 命 付 出 ，得 出 了 精 准 数
据，及时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
了重要依据。

“劳模”从来不服输
◆张厚美

◆本报记者赵娜

走进一线

李维东摄

2016 年 8 月 25 日，一则
环保志愿者康大虎在家中离
世的消息传遍朋友圈，很多
圈内人都不敢相信，惊愕不
已。大虎年仅 38 岁，但却是
环保圈的一位“老人”，从事
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已经有 20
多年。他几乎在所有知名的
环保 NGO 组织都做过志愿
者，尤其是近几年，他创建“大
虎自然商店”，打造“自然图
书馆”，更是像一块吸铁石，
吸引着很多环保人士。本报
也曾对他进行过报道。

人物版特别策划，综合
各方怀念文字，还原一个真
实的热爱自然的大虎。生时
与 梦 同 行 ，去 时 与 自 然 同
在。大虎，不说再见。大虎，
大自然中再见。

大虎真的叫大虎

彪壮的体型、略带粗犷的外表、嘹亮
的大嗓门，这是大虎给人的第一印象。很
多人以为，大虎是他给自己起的自然名。
在自然爱好者的圈子里，自然名是再寻常
不过的存在，殊不知，大虎真的叫大虎。

一次，野性中国在北京动物园科普馆
做展览，大虎带着几位志愿者参观。临出
门 时 ，展 览 工 作 人 员 列 表 里“康 大 虎 ”3
字，引发参观者荔枝的不解：为什么别人
都用真名，就你不用真名？大虎虎眼一
瞪：“这就是我真名。”也许大虎早已忘记
多年前这段小插曲，而荔枝却从此记牢，
原来，大虎真的叫大虎。

名字叫大虎，为人也是爽快耿直、热
情如火。他帮自然之友做过鸟类环志、组
织过会员活动，帮北京猛禽救护中心救护
过受伤的鹰隼，还和一群参与环境保护的
大学生和怀揣环保理想的青年一起，为青
年环保组织——绿色大学生论坛做志愿
者，一干就是 7 年……朋友们都说，哪里
需要志愿者，哪里就有大虎。

2011 年，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
建设最艰苦的阶段，绿色江河会长杨欣想
到了曾经在北京市政工程相关公司工作、
对施工有丰富经验的大虎。接到电话后，
大虎毫不犹豫地赶到了海拔 4540 米的长
江源沱沱河畔，负责保护站基础工程的施
工管理。至今，保护站其他工程的混凝土
搅拌还延续着大虎的管理方法。他的名
字刻在建站的纪念碑上。

大虎离去后，杨欣在朋友圈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天堂里有志愿者么？大虎算
一个。”

行君子之事，岂会怕小人？

多年志愿者做下来，大虎了解的组织
多、认识的人更多，野外工作和组织活动
经验丰富，大家遇到难题或需要人手，第
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每次，大虎都竭尽所
能地提供帮助，毫不保留。

但是，由于做人做事非常严格，有时
也会有人害怕大虎的“严厉”。大虎曾经
带过几期重庆大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人
才培训班，学生们对他是既爱又怕。开心
调皮起来，大虎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但谁
要是娇气、摆架子、不踏实或不顾及团队
了 ，大 虎 立 马 就 能 沉 下 脸 吼 ，丝 毫 都 不

饶人。
绿色江河志愿者熊杨回忆说，参与绿

色江河保护站建设时，大虎对施工质量要
求严格，搅拌混凝土时，他会守在搅拌机
旁边，一袋水泥配多少铲沙石都会计数。
施工队的工人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多水泥，
后来，只要见了大虎都恨不得绕道走。

但是，大家都懂大虎的心。他真正嫉
恶如仇的，是破坏自然、伤害自然的事。

每年秋天，一到护鸟季，大虎便会去
北海冠头岭护鸟。那里盗猎猖獗，盗猎分
子竖起无数竹竿，诱捕鸟类，猛禽靠近便
开始枪击。面对猖獗的盗猎者，很多人并
不敢与之直接对抗。但大虎不怕，想了很
多办法打击他们。比如占领盗猎点，发动
摄影师到一些关键盗猎点拍摄，这样既能
拍到猛禽飞过原生境的照片，又有效地震
慑了偷猎者。大虎跟同伴说，“我们做的
是君子之事，君子岂能怕小人？”

自然是永远的向导

2010 年，大虎的自然商店在淘宝上
开张了。在他精心经营的小店里，有关于
动植物的科普图书，有各种濒危动物玩
偶，还有化石、各类矿石、海螺……这些有
趣的自然物件，常常出现在各大自然主题
活动上，担任着娱乐兼科普的任务。

同时，自然商店所“养”的一个不赢利
的自然图书馆也在北京东四地铁站附近
一个老旧的四合院内开张了，免费向环保
组织及环境教育老师提供各种自然观察
设备和环保书籍。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
借到一整套的自然戏剧的剧本和剧服。

“我希望打破一个自然观察的瓶颈，力所
能及地推动环境教育的发展。”大虎说。

然而，就在梦想之路越走越宽时，大
虎却永远地离开了。大虎也曾感到过迷
惑。他不知道以公益的现状是否可以将
其作为一辈子的职业，也不知道他的自然
之梦面对物质化的世界还能坚持多久。
不过，大虎的困惑没持续多久。有一天，
他的 MSN 签名变成了“自然是我生命中
永远的向导”。有人问大虎，有答案啦？
大虎说，只有追随自然才能让他快乐，他
想明白了，别的都是浮云，只有自然才是
他生活中永远的向导。

在环保人的心中，大虎永远都在。大
虎，我们不说再见！大虎，大自然中再见！

图为 2014 年 7 月 11 日 4 版，本报对
大虎和他自然商店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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