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雪山、建立最早的国家公园、最
大的傈僳族村寨……作为迪庆人，你知
道你的家乡有这么“牛”的景观么？今
天，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迪庆最“牛”景观。

最美丽的雪山
卡瓦格博，藏语意为白雪之峰，海

拔高达6740米，终年积雪。卡瓦格博
在藏文经典中被称之为“绒赞卡瓦格
博”。此山自古以来受到藏民的崇拜，
被列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一，它处于世
界闻名的“三江并流”地区，是云南省
的第一高峰，是全世界公认为最美丽
的雪山，被誉为“雪山之神”。卡瓦格
博峰如今仍是一座处女峰。

近年来，卡瓦格博凭借自己的“盛
世容颜”，每年吸引无数慕名前来的游
客。飞来寺摄影小镇、雨崩徒步、梅里
100越野、明永冰川，与雪山相关的热
名词让迪庆的旅游更富魅力。

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吉祥胜利幢
独克宗古城大龟山上矗立着被载

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吉祥胜利幢，当
地老百姓称之为转经筒。转经筒高
21米，总重60吨，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
的镏金纯铜转经筒。2011年，甘肃省张掖
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肃南大经轮才替
代了它世界之最的位置。

转经筒筒身为纯铜镀金，筒壁上
高浮雕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
萨，下层为佛家八宝：海螺、金鱼、宝
伞、吉祥结、胜利幢、莲花、宝瓶、经
轮。筒内藏有经咒、六字真言 124 万
条和多种佛宝 16 吨。筒顶为比筒身
直径还大的圆形“伞盖”，轮座为巨大
的滚珠轴承，轴承外围有直径约十公
分的不锈钢管弯成的大环。每一天这
里都会迎来不少外地游客，和本地居
民一起转动起它。

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

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中心
地带，由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
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红山
片区之属都湖景区两部分构成。

1996年，云南借鉴国外经验，率先
在全国开展国家公园研究。通过 10
年的探索与实践，2007年6月，依托碧
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中国大陆
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
园，它集环境保护、生态文化旅游、环
境教育和社区受益功能为一体，并将

“社区发展”列入国家公园五大功能，
形成社区产业发展长效扶持、旅游收
益反哺社区发展、社区优先就业扶持

机制。国家公园，全民共建共享，社区
居民保护意识普遍提升，从“要我保
护”转变为“我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得到保护。

云南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
2020年12月31日，香丽高速公路

试通车，迪庆高原踏上“高速”时代。
香丽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支持涉

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项
目，是交通运输部“绿色低碳公路主题
性试点项目”，也是云南省涉藏地区第
一条高速公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高
速公路。项目起于香格里拉市以南益
松村，止于大丽高速白汉场，全长
140.305公里，主线长124.55公里。

香丽高速公路的建设创下了“两
个世界第一”。一是虎跳峡金沙江特
大桥为独塔单跨地锚式悬索桥，该桥
建成后将为同类桥型跨度世界第一，
滚轴式复合索鞍在国内大跨度悬索桥
首次使用。二是虎跳峡地下互通为国
内高速公路第一次采用。该地下互通
为避开已经探明的不良地质带而设
置，设1座主线隧道，3座匝道隧道，其
中主线彪水岩隧道最大断面为 5 车
道，宽度达27.64米，解决了“世界级”
的难题，建成后的虎跳峡地下立交实
现了“桥、隧、地下互通”相连。

香丽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后对完善
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改善区域
交通出行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加强民族团结，推动迪庆实现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和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最大3D立体坛城
迪庆香巴拉藏文化博物馆室内的

时轮金刚3D坛城，其直径14.23米、高
7.371米，2015年成功挑战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3D立体坛城。

3D 坛城位于香巴拉时轮坛城大
厦八楼，总体积达 1172 立方米，从设
计到整个建造完成共耗时 10 年。内
供奉有时轮金刚及千余尊本尊、天女、
神兽、勇父，耗资2169万元，使用纯金
15公斤，严格按照《时轮经》所述建造，
并以藏族传统佛像锻造工艺制成。时
轮坛城规模宏大，充分展示了藏文化
的博大精深，展现了香格里拉独特的
地域文化风采，是迪庆旅游与文化相
结合的一个重要载体。

全国最大的傈僳族村寨
在三江并流腹地维西县，有一座

全国最大的傈僳族寨子同乐村。在这
里，木楞房错落有致，非遗文化大放异

彩，傈僳人民热情淳朴，村落景观四季
斑斓。 维西县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
自治县，也是云南省傈僳族主要的聚
居地之一。同乐村偏居于维西县
叶枝镇一隅，是维西县乃至全世界
最具民族特色、保存最为完好的傈
僳族村寨。

在同乐村，除了能看到原始又美
丽的风光，还能欣赏到被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傈僳族舞蹈阿尺目刮。

最大的藏传佛教白塔
香格里拉和谐塔中塔，按藏传佛

教塔中塔方式构建，竣工于 2017 年 9
月。

新建成的和谐塔中塔外观仿原塔
模样，四方佛龛供奉有四臂观音、文殊
菩萨、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塑像各
一尊，所有宗教仪程均由迪庆藏传佛
教高僧大德共同议定，后又经松赞林
寺活佛崩主·鲁茸云丹确定后实施。
和谐塔中塔的建成，是宗教有序，和谐
祥瑞的写照。香格里拉和谐塔中塔享
有“香格里拉之窗”的美誉。和谐塔中
塔高108米，塔基70米见方，可称目前
藏传佛教白塔中体量最大者，且造
型稳重大方，塔中塔与独克宗古城
的大佛寺、尼旺宗的松赞林寺遥相
呼应，构造出香格里拉又一道壮丽
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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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赏迪庆“牛”景
■洛桑央宗 张斌 何帝龙

生态旅游

灰头灰雀属于雀形目燕雀科，全长约 15 厘米。雄鸟上体羽毛
灰褐色，前额和嘴基环以黑色，黑环后部灰白，头顶至后颈烟灰色，
下体胸、腹部橙红色。雌鸟上体背部羽色暗棕褐，胸和腹淡棕褐
色。灰头灰雀分布于中国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国外分布于喜马
拉雅山脉的锡金、不丹和缅甸最北部。它栖息于高山灌丛、针阔混
交林、住宅周围树上和耕地旁的树林
中，常十几只结群活动，食物主要为植
物种子和果实。在香格里拉地区，灰头
灰雀为常见留鸟。（观鸟节组委会供稿）

灰 头 灰 雀

谚语云：“造林管好林，年年如吐金”、“儿不教育难成才，树不管
理不成林”、“光栽不护，白费功夫”等，无不道出了管树护林的重要
性。

“三分栽，七分管”。植树，更须护树。早在纪元前五帝时代，舜
帝便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
长”。夏禹时，就出现了有关保护林木的萌芽思想，《逸周年》载：“禹
之禁，禁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周代专门在“秋官”下设
有种植和保护行道树的管理官职——野庐氏，防止偷伐。楚霸王项
羽从小爱树，要是发现谁要砍树，总要上前劝阻。有一天，他发现一
个老人欲持斧砍桂树，项羽忙问缘由，老人说：“我家院子四四方方
像‘口’字，这棵树长在院中，就成‘困’字，不吉利”。项羽听后，笑着
说：“照你这样讲，院中倒树留人，便成‘囚’字，如此更不吉利。”那老
人觉得言之有理，就不砍这棵树了。

唐德宗贞元元年，度支使打算砍伐从洛阳到长安道上的槐树来
造车。 渭南县尉张造得知后，就将此事转奏朝廷，说沿路上的槐树
为护路林应予保留，张造的转奏得到了朝廷认可，从而避免了毁林
砍树灾难的发生。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不仅喜欢植树，而且痛恨乱砍
滥伐者。他曾写《万松亭》一诗，痛斥那些滥伐松林者，诗的意思是：
十年树木，原本是谋求百年遮荫的，可惜的是，后人未能领会其意，
竟乱砍滥伐，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据《剑州志》载：“明正德年
间，知州李壁为防止后世砍伐，特下‘官民相禁砍伐’的禁碑”。清代
文学家袁牧对森林保护也有一定的研究，曾写下了《惜松》诗，呼吁：
一旦执法松懈减少保护，任凭樵夫刀斧滥伐树木，在人力的作用下
在山中渐空，青山将会神色惨淡凄楚！诗人限于当时的社会，想保
护树木，却又无能无力，只得“可怜松亦与之间，带露会霜变灰土”。

相传某县古寺，寺门口右边有一上联：“寸土为寺，寺旁吟诗，诗
曰：明月送僧归古寺。”但下联无人对之。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当
县令时，见到当时森林遭受乱砍滥伐时，甚于气愤，当他路过此寺，
见有这一未续的上联，灵机一动，便对出了下联：“双木成林，林下示
禁，禁云：斧斤以时入山林。”此联深得时人好评。爱国名将冯玉祥
爱树如命，曾在军中立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
棵。”驻军徐州时，他还写了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
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在民间，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禁伐树木的妙招，如浙江松阳县裕
溪乡章山村有一禁伐碑，其碑名为“勒碑永禁”，此碑立于清代光绪
二十三年，石碑高约1.5米、宽约0.5米。碑文中记载：“近有无知之
辈，不顾损益，妄行盗砍，爰合村咸集商议，重申条约，仍照旧章，登
碑严禁。”从中可看出立碑的缘由，及对违规者的处理办法。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植树造林。伟大领袖毛泽东生前发
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邓小平同志不仅倡导植树绿化，而且
身体力行。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3月12日为我国植树节。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从此，我
国保护森林工作正式走上了依法管理轨道。

治树护林古今谈
● 缪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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