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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近20个子平台
川渝共建
“智慧林业”项目

1个科考队，10余名专家，用时8天他们
发现了什么？

探秘格聂之眼

以格聂命名的这
块地方，足足有 500 平
方公里，人口却只有几
千人。千百年来，这朵

“莲花”在漫长的岁月
中静静地固守着自己。
相比沙鲁里山系中早
已名声在外的稻城亚
丁，格聂在一众“兄弟”
里显得十分低调，很多
游客甚至不知道它的
存在。

此次科考，专家们
沿着朝圣格聂小转山
路线一路溯源，寻找古
老文明的印记。车行到
新冷谷寺，公路就到了
头，剩下的20多公里只
能步行前往。冷谷沟是
格聂众多沟流中最重
要的一条，也是文明的
集大成者，格聂所在之
地被称为“岗波圣地”，
源于此，“冷谷”为藏语
音译，意为圣地之门。
格聂不仅是涉藏地区
群众的精神寄托，更是
康巴地区文明的源头
之一。

从地理角度来看，
每年夏季，当水汽充沛
的季风掠过高原之时，
遭遇格聂神山的阻挡，
在高山地带形成降雨
和降雪，这些冰雪就像
一座巨大的固体水库，
在慢慢地消融中，为四
周的无量河、硕曲、定
曲等河流源源不断地
提供水源。正是这些高
山对气候的调节作用，
理塘高原上才有了水
草丰美的四季美景，康
巴地区才有了两千多
年的历史文明。

富饶的理塘曾是
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从
理塘穿过毛垭大草原，
从格聂直插芒康，格聂
山下的河谷与古道，是
康巴南部通往拉萨的
必经之路。在这条道路
上，来自四川盆地的茶
叶通过牦牛运输队走
向西藏，换来藏地神秘
的香料和草药。驿道上
又分叉出蛛网般的茶
马古道通往巴塘、乡
城、稻城各地，这些茶
马古道与格聂朝圣之
路重合，搭建起一条条
汉藏文化交流的大通
道。斗转星移，古道已
经沉寂，但文明的交互
仍在继续。

探寻
古老文明
的印记

好像一片仙境！”7 月的格聂，
毛茸茸的小野花缀在草地上，铺满
整片高原，慵懒的白云浮在天空
中，为格聂神山盖上一片白纱。微
风缓缓，不一会儿白纱隐退，雪山
露出神秘真容。

当格聂神山出现在大家面前
时，昏昏沉沉的科考队员突然兴奋
起来，疲惫一扫而光。

格聂所在的海子山地区是我
国西部已知第四纪冰帽遗迹保存
较好、分布较广的地区。格聂群峰
及周围的山岳冰川，是研究青藏高
原东南缘冰川演化的最佳区域之
一，各种冰川保存完整，是第四纪
冰川的天然博物馆。在这里，路边
石头上的纹路可能就是冰川留下
的擦痕，一片美丽的高原海子可能
是冰川融化流下的“眼泪”……

格聂神山是这次科考的中心。
以主峰格聂神山为中心，格聂共发
育形成了7座山峰、8条沟谷。从高
空俯瞰，如同一朵舒展的莲花，8瓣
花瓣相互依托舒展。

在 整 个“ 莲 花 状 ”的 格 聂 山
区，冰川遗迹主要藏在 8 条沟谷
里。此次科考的一大发现是仲纳
沟的“鲸背岩群”，这是第四纪古
冰川奇观，在南北极冰川退化后
比较常见，但在内陆，山岳冰川
地区十分罕见。

鲸背岩，是典型的冰川侵蚀地
貌景观。其形成是由于冰川向前向
下运动时，对所过之处产生肉眼看
不见但缓慢而持久的磨蚀作用，久
而久之，当冰川后退，显露出的基

岩形状就像游弋在海洋的鲸群，故
而得名。一条几十米长的鲸背岩的
形成，通常需要上万年甚至更久。

除了鲸背岩，科考专家还在冷
谷沟为一片神秘的“乱石阵”找到
成因。乱石铺在沟口一片相对平坦
的草原上，千百年来，乱石阵被赋
予了很多神话传说，传说格萨尔王
曾在此练兵，这里有被他一劈为二
的“试剑石”，还有由几块大石头搭
出的“小房子”，被视作格萨尔王妃
住所的“珠牡营帐”。

“这些象形石都是冰川搬来
的，经过漫长岁月的打磨，形成了

现在的模样。”省地矿局物探队副
队长、旅游地质专家李忠东初步判
断，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的第四
纪冰川时期，随着全球气候变冷，
大量冰川覆盖在格聂神山上，它们
从高处沿着山谷像蛇一样蜿蜒而
下，有的甚至一路“行走”了 20 公
里。不仅如此，冰川在运动过程中，
沟口上游的岩石还不断被裹挟进
冰川中，运送到下游，冰川消融后，
这些岩石就保留在了这里。“这些石
头都是花岗岩，和格聂神山的岩性
一致。”李忠东说，花岗岩经过“长路
奔袭”和反复冰融，岩石沿节理裂开

或脱落形成空洞，这就是“试剑石”
“珠牡营帐”等象形石的成因。

在为期 8 天的科考过程中，科
考专家们发现了大量冰川刻槽、冰
川磨光面、冰川堰塞湖等遗迹。通
过这些遗迹，专家们初步判断格聂
的高山湖泊群实际上是古冰帽和古
山岳冰斗遗存，反映了格聂神山这一
区域在第四纪山岳冰川和冰帽冰川
联合发育的特点，类似微缩版的南极。

这些发现对于认识格聂地区
的古环境、古气候有重大意义，同
时也为格聂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
资源基础。

州林草局
开展新一轮
退耕还林督查

守护“中国西部高原
之肾”
海子山湿地修复
按下“快捷键”

7月初，记者随队参加了一次科考活

动，从成都出发，目的地是丁真的家乡

——甘孜州理塘县。

早上从成都出发，气温为25℃，到了

理塘已是晚上，气温只有8℃，还下着雨。

每一次路边停车休息，都在加衣服，从短

袖、薄外套、毛衣，最后到羽绒服。

队里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

前十分兴奋。但真正到了理塘，人人都像

霜打的茄子，有人头晕，有人反胃，被高

原反应给打蔫了。记者小声嘟囔了一句

“好想回家”，立马收到一众人惺惺相惜

的目光。

最终，这支科考队顺利完成了8天的

科考任务。他们由来自地质、气象、生物、

文化旅游等领域的10余名专家组成，由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管委会组织、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物探队发起，对格聂风

景区的文旅资源进行了综合考察。

在这里，支撑科考专家走完全程的

不是红景天，而是在格聂的各种发现。

发现丰富冰川遗迹 如同一个微缩版的南极

解开“格聂之眼”的秘密 眼中“泪水”是大地的馈赠

近年来，随着涉藏地区旅游的
火热和丁真的走红，越来越多的游
客慕名来到格聂，带动了经济，但也
带来了发展的困惑。此前，有自驾车
队因围绕“格聂之眼”疾驰旋转、破
坏草甸被处罚；就在刚刚过去的 6
月，景区管理部门出于保护目的为

“格聂之眼”安装了木栈道，又在被
网友诟病为破坏景观后拆除。

保护和开发如何相得益彰？首
先要摸清格聂的资源家底。海子山
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孙康寿认
为，通过挖掘资源的科普价值与文
化内涵，结合资源本底情况提出景
观保护与开发利用建议，将支撑景
区旅游发展。

“网红”景观“格聂之眼”是此
行重要的科考点。穿过河谷，车通
过一条蜿蜒的盘山路，忽见一片广

袤的草原绵延伸展，“格聂之眼”镶
嵌在草地上。科考队专家分成两
路，一路放飞无人机，从空中俯瞰，
一路走到“眼睛”里，贴地观察。

“格聂之眼”是一个直径约 50
米的水塘，高原上类似的水塘很多，

“格聂之眼”之所以出众，全靠和它
相依而生的水草。水草呈圈层分布，
围成像瞳孔一样的形状，明眸映照
着格聂神山，从空中俯瞰清澈如注，
被称为“通往天堂的眼睛”。

“我们对‘格聂之眼’的开发一
直比较谨慎。”孙康寿说，“格聂之
眼”的灵魂是水和草，但从去年至
今，“格聂之眼”的水位一直处于历
史低位。据分析，一方面与干旱的
天气有关，水源没有得到及时补
给；另一方面可能是游客激增，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平衡。

科考专家此行的目的，就是要
搞清楚“格聂之眼”形成的原因，从
而制定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方案。

科考专家走近“格聂之眼”细
细观察，从“瞳孔”往外，植被共形
成了 4 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品种不
尽相同，因此呈现不同的样貌，这
是“眼睛”底色的基础。省林科院生
态所副研究员潘红丽拿出科考记
录本，蹲在地上一边判识一边记
录。不一会，本子上就写满一串名
称，潘红丽有些吃惊：“一个小水
凼，就有40多种植物。”

潘红丽介绍，“瞳孔”部分的水
草主要是喜湿的杉叶藻、水蓼，最
外围的则是喜干的大花刺参、马蹄
黄等植物，此外还有两层“中间植
物”，包括苔草、高原毛茛等，它们
需要与水“争地”，水量丰富的时候

植物消失，一旦湖水干枯泥土裸
露，植物就迅速抢占领地。

另一路从天空观测的科考专
家们也有新发现，“格聂之眼”，并
非“遗世独立”，它的附近还有多个

“小眼睛”。专家们打开卫星地图，
进一步比对“小眼睛”的位置，惊讶
地发现，它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连接
起来，也就是说，所有的“眼睛”排
成了一队。

“这不是巧合，是地下水在‘指
挥’它们。”这一发现让科考专家十
分兴奋，经过初步判断，专家认为

“格聂之眼”上游的草甸有一条“水
脉”，就好像“泪腺”一样，水从地下
渗出，给这一串“眼睛”补水。下一
步，专家计划针对“格聂之眼”开展
地下水监测，进一步了解水循环过
程，为水源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四川日报记者 寇敏芳

据《四川日报》讯 近日，四川省林业
和草原局与重庆市林业局签署2021年度
重要合作事项，约定共同推动10大项、23
小项合作事项，涵盖重点项目策划、生态
修复合作等领域，其中包括共同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智慧林业项目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慧林业项目，
是重庆市林业局与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共同开展的首个林草科技成渝合作项目。
该项目将在重庆市荣昌区岚峰国有林场
和四川省泸县玉蟾山森林公园通过共建、
共管，打造智慧林业应用示范点。重庆市
林业科学研究院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作技术支撑，紧密协作。

在双方共同推动下，该项目日前成功
录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度科技推
广项目库。双方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
用，积极推动建设物联监测设备集成应用
打造监测“一张网”，打造智慧林业综合平
台，实现林区综合动态监测与预警。其中，
智慧林业综合平台包括林业“一张图”、资
源监管、森林经营、林木种苗、古树名木、
智慧防火、大数据平台等近20个子平台。

川渝两地还将开展长江重庆段“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与南充市城区段嘉陵江
生态走廊建设项目交流，构建毗邻区域无
断档生态廊道；共同推进毗邻地区国家储
备林建设，协同推进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强化长
江干流川渝交界水域巡护检查联动协作，
开展毗邻区域森林草原火灾联防联控，推
动成立成渝竹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王代强

甘孜日报讯 海子山为国家级湿地自然
保护区，处于川西北高原的横断山区，是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两屏三带”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和四川“四区八带多点”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关键地区之一。

据悉，理塘县海子山湿地保护与修复
工程作为省重点项目，历时近两年的前期
筹备工作，于今年5月初正式开工建设，该
工程坚持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治理为辅的
原则，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组织领导，掀起建设热潮。为全力
保障项目顺利施工，积极妥善解决施工过程
中的困难，联合理塘、巴塘、稻城三县及施
工、监理单位成立了项目指挥部，加强组织
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完善推进机制，强化资金保障。建立健
全项目建设领导挂点制、督查考核制，实行

“一施业区一支队伍”，加强项目资金保障，
经常性组织指挥部成员深入项目现场，了
解相关情况，协调解决问题，高位推动项目
建设。目前累计拨付资金 1436.7 万元，占
总投资33.7%。

加强项目调度，攻坚克难抢进度。严格
落实月调度、月小结、月分析制度，按月通
报项目进展情况，及时研究和解决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设进度明显提
升。截至目前，栽植金露梅近11万株，撒播
草籽5041公斤，修复河流沼泽湿地、治理
植被恢复面积524.02公顷，水源涵养修复
工程进度达 72.2%；完成姊妹湖溢流坝主
体工程建设，拦水坝建设进度达 50%。

黄勋

甘孜日报讯 日前，州林草局会同省林
规院在白玉县开展新一轮退耕还林督促
检查工作，重点复查 2020 年度退耕还林
省级验收不合格面积。

督查组采取“听、看、查”的方式，对白
玉县2020年度退耕还林省级验收不合格
面积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促检查。

“听”即召开座谈会，听取白玉县林草局整
改工作落实情况汇报；“看”即深入现地，对
白玉县绒盖乡、河坡乡、金沙乡和麻绒乡27
个村的退耕还林补植成效进行实地查看；

“查”即检查内业资料，重点比对2016年和
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设计图与白玉县林
地一张图、白玉县土地利用规划图，确保造
林地块符合退耕还林相关要求。

检查完成后，督查组及时召开反馈
会，就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详细反
馈，并要求白玉县林草局制定整改方案、
细化整改措施、强化整改力度、落实整改
责任，按照时间节点全面完成整改工作，
及时报送整改情况。

刘贵英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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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聂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