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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江豚保卫战
一周内6头江豚死亡；保护江豚方面，岳阳民间组织缺钱，官方机构少人，双方拟携手

谢拥军拿解剖刀的手
有点发抖。

躺在他面前的是一头
成年母江豚，铁灰色的表皮
完全脱落，露出枯叶般的黄
色。腥臭的腐败味道浓烈
不散，死亡7天以上。

它肚子里的江豚已经 9
个月大了。谢拥军把小江
豚捧到了白色瓷盘里，“再
有两个月就可以出生了”。

黑暗的一天

4 月 14 日，岳阳接
连发现 3 头死江豚，江
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
听到消息“浑身都软了”

4 月 14 日，渔民在湖南
岳阳北门渡口发现了这头
江豚。这是在洞庭湖发现
的死亡的第三头江豚。

高度腐烂，中科院武汉
水生所的专家认为已经没有
解剖价值，可以就地掩埋。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保护江豚的民间组织，决定
自己解剖它。“我们不放弃
一点机会。”会长徐亚平说。

这个任务落在了兽医
师谢拥军身上。

他解剖过很多猪和羊，
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
会解剖一头江豚。

摸 索 着 ，他 剖 开 了 江
豚，内脏取样，打开了它的
胃。胃是空的，没有任何食
物残渣。

接着，又一头江豚被送
来了。在解剖第二头的时
候，他听到了第三头死江豚
被发现的消息。

那天下着小雨，“一个
办丧事的天气”。协会副秘
书长徐典波说，那真是黑暗
的一天。

从 3 月 3 日开始，江豚
死亡的消息一直在敲打着

他们的神经。这一切在 4月
14 日达到了顶峰。“我浑身
都软了”，徐亚平说，他不知
道江豚到底遭到了什么样
的厄运。

截至 4 月 15 日，共发现
6头死亡的江豚。

对于 2012 年 1 月 8 日成
立的岳阳江豚保护协会来说，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2012
年3月，中科院豚类专家王丁
告诉了他们洞庭湖江豚数量：
85头。如今，又少了6头。

解剖当晚，谢拥军没能
入睡。他说，跳跃的江豚和
干枯的江豚标本在他眼前
不断重叠。

协会成立，唯一一个通
晓动物结构的谢拥军，成了
协会科研部的负责人。他
的任务是研究江豚救护和
江豚迁地保护。

还没救助过一头江豚，
谢拥军没想到自己先碰到
的会是密集的死亡。

洞庭“陷阱”

洞庭湖原是江豚
理想栖息地，如今往来
的运沙船、非法捕捞、
水体污染均威胁着江
豚生存

6 条江豚死在了东洞庭
湖32公里的水域之内。

这是东洞庭湖江豚保
护区的核心区域。更辽阔
的洞庭湖早已不属于它们。

洞庭湖曾是豚类最理想
的栖息地之一。但现在，“江
豚们学会了步步退让”，渔民
何大明说，运沙船占领了江
豚的栖息地。密集的航道让
江豚无处容身，它们只好越
过洞庭湖与长江的分界线进
入洞庭湖更深的地方。尽管
那边的水流和水深并不最适
宜江豚生存。

运沙船下面大都有两
个螺旋桨。对于声呐定位
的江豚来说，这本来不构成
危险。但是船多的时候，无
数的干扰，江豚在游动的过
程中难免被误伤。

有一头江豚，左侧上方头
骨明显有被锐器切割的痕迹，
推测是被螺旋桨击中死亡。

另外的江豚，死因仍然
不明。

有被电打鱼误伤的猜
测。谢拥军看到一头死亡
的江豚，嘴里的鱼只咽进一
半，“这肯定是突然死亡”。
但是否电击，还无法确认。

不过，非法捕捞，早已
给江豚造成困扰。它们需
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渔民的

“迷魂阵”，避开无数的电线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有洞庭湖周边造纸厂
排污，灭血吸虫药物导致江
豚死亡的推测。尽管岳阳
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洞庭湖的水质达到三级。
但江豚对水质要求很高，洞
庭湖周边，包括洞庭湖的上
游水源地遭受水体污染，哪
怕是小范围的水域污染，江
豚都难以生存。

它们站在长江食物链
的顶端，面对的是人类带来
的种种灾难。

洞 庭 湖 江 豚 每 年 以
5%-10%的速度减少时，中
科院专家王丁曾警告，“如
果不加保护，十到十五年内
洞庭湖江豚将灭亡”。

这句话刺激了徐亚平。

疯狂的“赌徒”

湖南日报岳阳站站
长徐亚平利用各种人
脉，做广告宣传保护江
豚，现已背债100多万

徐亚平说，他是在打一

场江豚保卫战。
一个有着 50 多名志愿

者的江豚保护协会，想包揽
下江豚保护的所有任务。
巡逻，建立死亡档案，研究
江豚救助和迁地保护，甚至
包括渔民上岸服务部。

徐亚平：“你说我是不
是疯了？”

徐亚平是湖南日报驻
岳阳记者站的站长。他常
常会问一句话，“我一个处
级干部，干什么要做这个事
情呢？”

徐亚平说自己已经变
成了一个赌徒，在某种程度
上说，他确实是。

在岳阳市最繁华的市中
心，徐亚平买下一个 LED 宽
频广告牌的时段，循环播放
保护江豚的公益广告。这样
的广告牌，他一共投入了七
块。按正常市场价，这七块
广告牌花费需要上百万。“我
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城管局长是他的朋友，
他找了城管局长，和广告
商说好话，先欠着，“这账
我认”。

他要在湖南日报做整
版的江豚公益广告，彩色
的，15.6万，付不起。要求副
总经理打折，给了五折，还
是太贵。他说把湖南日报
广告经营中心，纳入公益广
告主办单位里，降到 6万，他
依旧拿不出来。

欠着。他觉的 6万块钱
值，做了两个版。

看到出租车窗空着，徐
亚平去找出租车公司要求
放广告。经过公交局和城
管局的同意，广告放上去
了。钱依旧欠着。

他依靠自己在地方上的
人脉，“少花钱，甚至不花钱，
不能不花钱，就缓收钱”。

徐亚平说，目前协会欠
了一百多万元的债务。

他听说，洞庭湖大桥上
会竖一个大的广告牌。他
立刻又联系对方。他觉得
这是咽喉要道，车流滚滚，

“值得投入”。
电视上有人采访岳阳

市民，是否知道江豚。有一
个人说，知道，广告牌天天
放。他兴奋得两眼发光。
他说，这说明，宣传战有效
果，警告了全体市民，要赶
紧保护江豚。

同时，协会建立了中国
江豚长江保护网。“没有人
做，我们来做”。

对于摊子铺得越来越
大的质疑，他说，只要有步
骤，早晚会好的。什么时
候？他说，要先布好局，再
去筹集资金。

钱是协会面临的最大
问题。一提到钱，协会里的
人就会提到岳阳市渔政管
理站。徐典波说，他们有
350万。

350万的疑问

农业部拨款350 万
给岳阳渔政管理站，用
于保护江豚；但项目要
求的设备仍未配备到位

岳阳市渔政管理站是
江豚保护的官方机构。同
样都是保护江豚，两者关系
微妙。

2012 年 2 月，徐亚平发
了一篇报道《建在纸上的江
豚保护区》，文中提到，已筹
建 7 年的保护区一直未建
成，停留在纸上，没有界碑
等标志，一直未能验收。

4 月 23 日，记者在岳阳
县鹿港镇码头看到一块自
然保护区的界碑，界碑上写
着2012年2月立。

4月
9 日 到
4 月 15
日 ，洞

庭湖的江豚一周内
死了 6 头。湖南岳
阳的江豚保护成为
了风暴中心。

江豚已生活了
2500万年。中科院
专家王丁曾警告，

“如果不加保护，十
到十五年内洞庭湖
江豚将灭亡”。

而在岳阳江豚
保护方面，民间组
织和官方机构，各
自为政。民间组织
没有经费，以背债
方式做公益广告，
宣传保护江豚；渔
政站获得农业部资
金350万，但缺少人
手进行巡逻。江豚
死亡事件后，双方
打算携手合作。

□新京报首席记
者 张寒 湖南报道

（下转A19版）

4月15日，湖南省岳阳市江豚保护志愿者在雨中守护死亡的江豚。 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