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南，有一个特殊的物种叫滇金丝猴。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物种，2019年7月15日，云南首

个野生动物保护网络——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在香格里拉成立。该网络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

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大自然保护协会等13家管理部

门、社会团体、科研机构以及保护区共同发起，首次尝试建立政府保护管理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科

研机构以及地方民间团体广泛参与的联合保护机制，全面加强滇金丝猴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

为了把滇金丝猴以及其他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一线故事呈现给公众，2022年8月，由云南省绿色

环境发展基金会、北京市海淀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影像

助力生态保护·公益影像行动”。

于是，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生态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或巡护员成为摄影爱好者，他们每天背着

相机，在密林中用镜头发现并记录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有时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在他们当

中，既有年少时就跟随父亲巡山保护滇金丝猴的“护二代”，也有中国第一位拍到怒江金丝猴动态影

像照片的巡护员。他们的足迹遍布高山群峰，他们的相机中保留着无数金丝猴潇洒的身影，其中也包

括目前为止唯一一张呈现滇金丝猴纯野生状态下完整家庭状况的照片。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管护分局片马管护站，大约有120名生态护林员，每人都要负

责一定面积的森林保护。他们大多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他们变身生态护林员，便从心底认识

到自己的身份已不再是靠山吃山的资源消耗者，而是生态恢复和资源保护的监督者，构筑起生态保护

的第一道防线。

2021年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在中国积极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西部各地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

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之路。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以影像助力生态保护，让一个个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成为行走在

森林中的生态保护神，正是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的一个缩影。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从基层做起，从点滴做起，从

这个角度来说，云南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行动树立了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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