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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风

西双版纳野生动物扎堆“聚会”

外国人在云南

中缅联合发表两种海岛木属植物命名

3 月 3 日是“世界野
生动植物日”。近日，科
研 人 员 在 西 双 版 纳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人 工
栖 息 地 硝 塘 安 装 的 红
外相机 ，自动拍摄下了
一 群 群 亚 洲 象 、麂 子 、
野 猪 和 猕 猴 扎 堆 来 到
硝塘活动的画面。

据 介 绍 ，西 双 版 纳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护 局 于
2017 年 底 在 勐 养 子 保
护 区 选 取 了 一 个 原 始
森林密布的天然硝塘 ，
扩 大 改 造 成 一 个 人 工
栖息地硝塘 。由于硝塘
形成的咸水池 ，能够满
足 各 类 野 生 动 物 补 充
盐分的需求 ，这里成为
了野生动物的乐土。

两 个 多 月 来 ，安 装
在 这 里 的 红 外 线 拍 摄
装备 ，多次拍摄到了带
着 象 宝 宝 的 亚 洲 象 群
前 来 硝 塘 取 食 泥 土 中

的硝盐 ；一对棕红色皮
肤 带 着 白 色 斑 点 的 麂
子前来活动；30 余只猕
猴来到硝塘一边打闹、
一边喝水 ；就连平时很
不 集 中 的 野 猪 也 成 群

结队前来热闹一番……
构 成 了 一 个 和 谐 的 野
生动物大聚会画面。

据 科 研 人 员 介 绍 ，
这 也 是 西 双 版 纳 自
1958 年 建 立 国 家 级 自

然保护区以来 ，首次在
同一地点 ，同一时间段
监 测 到 种 类 和 数 量 最
多的野生动物场景。

记者 戴振华
张国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陈
云芬） 记 者 从 中 科 院
西 双 版 纳 热 带 植 物 园
获 悉 ，该 园 东 南 亚 中
心 通 过 对 中 缅 联 合 科
考 采 集 到 的 10 余 号 海
岛 木 属 植 物 标 本 研 究
后 ，确 定 其 中 两 种 为
海 岛 木 属 植 物 新 种 ，
分 别 命 名 为 红 花 海 岛
木 和 狭 叶 海 岛 木 。这
两 种 植 物 的 命 名 ，丰

富 了 缅 甸 地 区 海 岛 木
属 植 物 的 记 录 ，有 利
于 增 加 对 缅 甸 植 物 多
样 性 的 认 识 。

据 了 解 ，番 荔 枝 科
是 早 期 分 化 的 被 子 植
物 木 兰 目 最 大 的 科 ，
是 热 带 植 物 区 系 的 主
要 科 之 一 ，海 岛 木 属
是 该 科 中 的 小 属 。世
界 番 荔 枝 科 名 录 数
据 库 收 录 该 属 仅 6

种 ，主 要 分 布 在 中 南
半 岛 及 东 南 亚 地 区 ，
目 前 缅 甸 记 载 该 属
仅 有 大 叶 海 岛 木 和 海
岛 木 两 种 。

东 南 亚 中 心 自
2014 年 在 缅 甸 北 部 葡
萄 地 区 开 展 中 缅 联 合
科 考 以 来 ，采 集 到 不
同 花 果 期 约 10 余 号 海
岛 木 属 植 物 标 本 ，通
过 细 致 的 文 献 和 模 式

标 本 研 究 ，确 定 其 中
两 种 为 海 岛 木 属 植 物
新 种 。其 中 一 种 花 瓣
形 态 和 大 小 近 似 于 海
岛 木 ，叶 近 似 于 大 叶
海 岛 木 ，但 花 瓣 为 粉
红 色 明 显 区 别 于 其 相
似 种 ，因 而 将 该 种 命
名 为 红 花 海 岛 木 。另
外 一 种 则 以 东 南 亚 中
心 英 文 名 全 称 缩 写 命
名 为 狭 叶 海 岛 木 。

云南人家

让更多人
感受傈僳
歌舞的魅力

来到位于云南省丽江市
黑 龙 潭 旁 山 脚 下 的 花 果 山
休闲山庄内 ，只见两位年轻
人围坐在火塘边 ，其中一人
正 用 葫 芦 笙 即 兴 吹 奏 着 优
美动听、清脆响亮的曲调。

这位年轻人就是云南知
名的“三江”组合中的一员，
同 时 也 是 古 城 区 傈 僳 族 歌
舞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朱丽凡。

今 年 35 岁 的 朱 丽 凡 ，是
丽 江 市 玉 龙 纳 西 族 自 治 县
鸣 音 乡 人 。他 回 忆 ，小 时 候
一家人吃过晚饭后 ，经常聚
在 火 塘 旁 聊 家 常 、唱 山 歌 、
跳 舞 蹈 ，从 小 耳 濡 目 染 ，他
对 傈 僳 族 歌 舞 唱 跳 产 生 了
浓厚的兴趣。

2004 年 6 月 ，朱 丽 凡 组
建了“三江”组合，花了两年
时 间 ，把 傈 僳 族 童 谣 、面 临
失传的音乐等收集整合 。但
他 认 为 ，这 还 远 远 不 够 ，为
了 真 正 将 傈 僳 歌 舞 传 承 下
去 ，2008 年 朱 丽 凡 与 组 合 成
员 前 往 北 京 学 习 。在 此 期
间 ，朱丽凡还参与拍摄了傈
僳题材电影 ，利用电影拍摄
的 契 机 ，走 进 了 怒 江 、迪 庆
等地的傈僳村寨 ，了解各地
傈 僳 族 不 同 的 风 俗 习 惯 和
文化底蕴。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朱 丽
凡 与 组 合 成 员 新 出 版 的 原
创 专 辑《足 迹 之 音·等 你 归
来》获 得 了 大 众 的 认 可 。专
辑 的 发 售 量 突 破 了 5 万 张 ，
并 在 中 国 50 家 音 乐 网 站 和
多家 KTV 内同步上线，还先
后 受 邀 前 往 新 加 坡 、泰 国 、
缅 甸 等 多 个 国 家 进 行 文 化
交流学习。

2015 年 ，朱 丽 凡 被 认 定
为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傈 僳
歌舞传承人 。同年还创办了
古 城 区 凡 声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司，并与云南省内 80 多名
民间艺人合作 ，不定期前往
怒江、迪庆等地，开展以“用
歌 声 唤 醒 大 山 深 处 的 民 族
文化”为主题的爱心公益等
活 动 。“ 现 在 许 多 来 自 贫 困
家庭的傈僳族孩子 ，都来到
山庄学习傈僳歌舞 ，至今为
止 已 有 20 名 学 生 了 。”朱 丽
凡说 ，希望把自己多年来积
累的宝贵经验 ，实实在在地
教授给这些孩子 ，同时让更
多 的 人 感 受 傈 僳 歌 舞 文 化
的魅力。 记者 康平 和茜

跨国的生意跨国的家
天 刚 蒙 蒙 亮 ，位 于

中 老 边 境 的 云 南 省 勐
腊 磨 憨 口 岸 开 始 了 一
天的喧嚣 ，等候通关出
境 的 客 货 车 辆 排 起 了
长龙 ，嘈杂的声音也将
带 着 刚 满 2 个 月 小 孩
的普眯吵醒。

磨憨主干道东盟大
道 国 际 商 贸 城 一 排 二
层 小 楼 ，一 个 60 余 平
方米的门面 ，就是普眯
的澜湄百货店 ，店内专
门 经 营 老 挝 土 特 产 和

泰国商品。
2003 年 ，磨 憨 口 岸

边境贸易逐步兴起 ，当
时 23 岁 的 普 眯 做 起 了
跨境生意 ，即进入中国
磨憨摆摊卖土特产 ，不
过 那 时 是 早 上 进 入 中
国 境 内 ，下 午 返 回 老
挝 。也 就 在 那 一 年 ，普
眯认识了同样在磨憨做
边境贸易的勐腊小伙高
雷。2006 年，两人在中国
登记结婚 ，普眯随着丈
夫定居在了磨憨。

“ 刚 开 始 ，昆 曼 大
通道还没有修建 ，生意
不算好 ，挣的钱刚好够
糊口。”普眯说，2008 年
昆曼大通道贯通后 ，随
着 往 返 于 磨 憨 和 老 挝
之间的客流量增加 ，他
们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
当 年 底 他 们 就 花 30 多
万元买了目前的店面 ，
楼下做经营 ，楼上就是
他们的家。

近 两 年 来 ，随 着 勐
腊（磨 憨）重 点 开 发 开

放 试 验 区 和 中 老 磨 憨
— 磨 丁 经 济 合 作 区 的
推进 ，思小高速公路改
扩 建 工 程 的 建 成 通 车
和 中 老 铁 路 的 开 工 建
设 ，普眯的澜湄百货店
生意更加红火 ，而且深
受 顾 客 欢 迎 的 老 挝 生
发 水 和 手 工 皂 开 始 在
电 商 平 台 上 远 销 到 内
地 。“ 现 在 每 年 的 收 入
都 在 稳 步 上 升 。”普 眯
告诉记者。

记者 戴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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