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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展示的这张图背后，有一个更感人的故事！》

文字稿

3 月 10 日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青海代表团

继续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时

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拿出一张图

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青海生态文明的故事

图片中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牧民周增本

拿着两支奶瓶

正在给嗷嗷待哺的小普氏原羚喂奶

从 2016 年开始

周增本和他的弟弟索南才让在青海湖边

总共救助了 50余只普氏原羚

这些原羚经过两兄弟的悉心照料

成活率为 100%

而且在长大后被成功放归到自然中

两名“奶爸”也会经常去湖边巡逻

观察他们在自然中的适应情况

救助、照料、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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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本和索南才让把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当成自己的家人

而那些被他们救助了的小原羚

仿佛也享受着这份偏爱

到了该放归的“年纪”

迟迟不愿意离开“奶爸”和这个温暖的家

我们有幸用影像记录下

周增本兄弟俩与他们曾经救助过的

一只小普氏原羚的故事

一起来看

《家人的守护》

周增本和索南才让救助普氏原羚的故事

只是我省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如今

在各级政府、野生动物巡护员、爱心牧民的齐心协力下

我们也得到这样一个令人欣喜又骄傲的成绩：

青海湖地区的普氏原羚数量

由保护初期的 200 余只增加至 2023 年底的 3400 余只！

今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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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专门调研普氏原羚的情况

她说车行在刚察县哈尔盖镇的公路上

两侧草地随处可见普氏原羚三五成群

悠然觅食

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阶段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依托

普氏原羚人工繁育救护科研中心“青海湖普氏原羚保护站”

打造了青海湖南岸的普氏原羚自然教育研学基地

成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第一个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基地

随着国家公园创建步伐不断加大

2024 年年初

位于青海湖北岸的

哈尔盖镇普氏原羚科普研学教育基地建成并试运营

目前基地已建成科普展示馆、瞭望塔和普氏原羚临时救助中心

未来这里将会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大家园

让我们坚定不移担当好高原生态文明高地的“守护人”

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让青藏高原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环境更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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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讲述这张图背后的感人故事》文案：

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兄弟俩购进这个西门塔尔牛，确保小普氏原羚们吃

饱饭。

画外音：3 月 10 号上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继续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拿

出一张图，讲述青海生态文明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郭金萍：今天会议上，我带的这张图片，讲的就是我们刚察

县当地牧民周增本和他的弟弟索南才让，自 2016 年以来他们俩总共救助这

个普氏原羚达到了 50余只，尤其是救助这个小普氏原羚 17只。那么这张

图片上显示的就是周增本救助的两只小原羚，其中，里面这只可爱的小普

氏原羚出生 3 到 4天被原羚妈妈抛弃，救助的这些小原羚，他用自家的牛

奶去喂养，由于自家的牛奶储存量不够，所以说他们兄弟俩购进这个西门

塔尔牛，保证这些小原羚吃饱饭。目前，他们救助的这些小原羚成活率达

到了 100%，那么我利用这样一张图片就是呼吁我们所有的人，了解普氏原

羚，保护普氏原羚做保护生态的守护者，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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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守护》文案：

画外音：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泊，维系着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

态系统安全，流域内涵盖有广袤的草原和湿地以及高耸的雪山和沙丘，成

为无数生灵共同的家园。在这里，还生活着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

—普氏原羚，它们与这里生活的人类守望相助，还留下过一段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感人故事。

周增本和索南才让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的牧民，他们生活的

这片土地位于青海湖北岸和环青海湖地区，与普氏原羚的栖息地接壤，普

氏原羚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内蒙

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及栖息地恶化，目前青

海湖环湖地区是普氏原羚唯一的栖息地。

这只叫“豆豆”的普氏原羚，是周增本和索南才让在一个温暖的 7月份救

助的，那个季节是普氏原羚产仔的高峰期，也是因遇到危险而走散小幼羚

最密集的时候，在征得哈尔盖派出所同意后，他俩收养了这只普氏原羚幼

崽。

索南才让：带它回家喂奶它就吃，当时身体特别小也特别虚弱，所以它就

站不起来，三四天后开始就可以活动和奔跑，过了十几天它就蹦蹦跳跳的，

就特别精神。

周增本：当初只要我出门，都会在车里带着它，还会随时带着装牛奶的保

温杯给它喂奶，在豆豆长到 3个月大的时候食量开始猛增，家里的牦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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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远远不够，小豆豆吃奶的饭量特别大，我们原来是养着几头牦牛，产

的奶不够它吃，然后我们就换了西门塔尔牛，买了七八头花了十几万块钱，

西门塔尔牛产奶量大，能保证它的用奶量，虽然去镇子上能买到牛奶，但

是它吃完肚子会不舒服，对温度也有要求的，太热或者太凉都不行。

画外音：尽管救助普氏原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放弃，每

天在放羊的间隙，都会去草场周边巡护，观察普氏原羚的情况，并及时给

哈尔盖派出所反馈。

周增本：我和索南才让每天都会去巡护，他去这边，我就那边去，哪个地

方有普氏原羚，哪个地方有水渠，我们都会到那去看一下。

画外音：救助受伤的普氏原羚，收养走散的幼崽，给保护区饮水点补水等

都成了他俩生活中的一部分，从 2016 年开始，他俩已经救助了 50多只普

氏原羚，豆豆快 1岁的时候，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逐步放归到了大自然，

和它的同类一起生活。

周增本和女儿打电话：

喂喂，在干嘛呢？（藏语）

闲坐着呢。（藏语）

豆豆又长大了呗。

嗯长大了。

草料吃了没？

吃着呢， 喝的水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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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才让：到了天气好的时候，草长得特别高的时候，它在野外生活没有

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归大自然，有时候孩子们也哭，不想把豆豆放

回去，小孩们这样哭的话，我们这些大人们心里就特别难受。

周增本：它要愿意出去了，那就让它回去，不愿意出去的话，我还会继续

喂养它。

画外音：实际上这样的救助已经不是个例，在有关部门的宣传引导下，青

海湖周边的牧民已经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到了生活。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参与到救助普氏原羚的行列中，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普氏原

羚的保护，青海湖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通过试建普

氏原羚通道、兴建饮水池、设立醒目标识牌等有效措施，到 2023 年底，普

氏原羚的年平均种群数量达 3400 余只，达到保护初期的近 11倍，且种群

栖息地从最初的 7个发展到 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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