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生亚洲象，我们知道多少？
——探秘北迁象群的“家”和“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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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西双版纳州在勐海县建立亚洲象

监测预警中心。其中，地面跟踪人员和无人机

的有效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要一监测到野象的踪迹，普宗信就会第

一时间将预警信息通过手机发布到相关平台，

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刚开始，追踪野象全靠人跟，有时接连好几

天都在野外；有了无人机后，普宗信的追象之旅

变得轻松了些，但也不敢放松警惕。他说，今年

以来，他负责跟踪的象群乖了许多，很少进村寨。

在位于西双版纳野象谷的“中国云南亚洲象

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一群救助和照料亚洲象

的工作人员被称为“象爸爸”。他们终日与象为

伴，记录下它们的每一个成长瞬间。尤其是

2015年被救助到这里的野象“羊妞”，多的时候，

受到 4位专职“象爸爸”的精心照料。“这些年来，

我陪伴大象的时间甚至超过家里的两个孩子。”

“象爸爸”陈继铭说。近年来，该中心开展亚洲象

人工繁育研究，积极参与亚洲象的救助、救护及

收容救治等工作，对其进行护理饲养，并每天坚

持野化生存训练，让其逐渐适应野外生存环境。

这是云南致力于亚洲象保护的一个缩影。

“监测员”“象爸爸”……大象也有“专人”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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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方城县房产管理局关于转发

南阳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商品房

合同备案信息注销的规定》的通知［方

房（2013）33 号］之规定，下列商品房

（备案）合同信息符合合同备案信息注

销条件，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七天，如

无异议，公告期满后，我局将予以合同

信息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所

退房源，在南阳房地产信息网电子楼

盘表同步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所

退房源公开销售。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信息注销名

单：

方城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润豪百盛国际》项目，房号为1号楼

0 单 元 104 号 商 铺 ，合 同 号 为

2001098227，合同声明全部作废。

方城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润豪百盛国际》项目，房号为1号楼

0 单 元 105 号 商 铺 ，合 同 号 为

2101170357，合同声明全部作废。

方城县房产管理局
2021年 6月9日

遗失声明
△南阳市昌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起重机械设备备案证遗失，备案

编号：豫备RAT14070002，特此声明。

△南阳市一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02000045896，声明作废。

△河南双胜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13000000578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南子牛重庆原味火锅经营有

限公司的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孟显慧 2009年 2月 5日的出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J410225690，声明作废。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不慎将部分银行转账支票遗

失 ， 遗 失 凭 证 序 号 自

0000000001611701-0000000001611725

共 计 25 张 ，印 鉴 卡 凭 证 序 号

0000145000328857一张，特声明作废。

△郭春佳 2017 年 2月 22 日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Q410235978，声明作废。

近期，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
15头亚洲象一路“象”北，经普洱、玉溪
等地抵达昆明，现在又转入玉溪市易门
县活动。连日来，北迁象群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亚洲象生活习性如何？保护
得怎样？记者对此一探究竟。

睡觉时，3头大象将 1头小象紧紧护

在中间，醒来后，小象发现自己被卡在里

面动弹不得，几次起身都没成功……近

日，无人机拍摄到的北迁象群“超萌睡

姿”在网络上刷屏。网友直呼：“太有爱

了！大象睡觉都这么萌。”

负责监测象群的云南省森林消防

总队工作人员陈胜瑶介绍，其实象群

睡觉时警觉性很高。“它们各有分工，

基本都是三四头睡，旁边还有三四头

站着，负责警戒。”他说，每到这个时

候，为了不惊扰象群，他们都要将无人

机调到最高高度。

表面上看，亚洲象憨厚可爱，但不

要被外表“欺骗”。“它跑起来比人快，

必须和野象保持绝对的安全距离。”亚

洲象监测人员普宗信说，工作 5年多

来，与野象“狭路相逢”是常事，唯一能

做的就是在不惊扰它的情况下，以最

快速度跑到安全地带。跑不掉时，就

得找一棵粗壮的树爬上去“避险”。

近年来，野象进一步扩大了“活动

半径”，屡屡闯入村寨民宅。“前几年大

象还跑进一户人家的厨房偷吃了盐

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大渡

岗乡香烟箐村村民王燕说。

去年 3 月，有象群来到西双版纳

州勐海县勐阿镇曼倒村民小组，白天

在田里吃庄稼，晚上进村搞破坏，持续

了一个多月。为了安全起见，村干部

动员部分群众集中住到两层及以上楼

房的村民家中。

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

明勇介绍，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数百

斤植物，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来获取

足够的食物。近年来，随着种群数量

增长、分布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野象

频繁活动于村寨、农田周围，取食水

稻、玉米等作物。

跑得快、食量大……
原来你是这样的大象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

生脊椎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是热带

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1958年，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各级政府采取了抢救

性保护和管理措施。此后，云南在亚洲象分布的

热带地区建立了 11处保护区，总面积约 51万公

顷，形成了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

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保护网络，为亚洲象提供

了庇护所。

以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最多的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近年来，该保护区在

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这些

年，保护区内天然林地面积不断增加，结构功能

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95.7%以上，亚洲

象等主要保护物种数量维持稳定明显增加。”该

保护区管护局局长杨云说。

数据显示，经过 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云

南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 20世纪 80年代初的

193头发展到目前约 300头。

在与西双版纳相邻的普洱市，近年来野象

分布和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普洱市林草局介

绍，进入普洱的象群常年在思茅、江城、澜沧等

县（区）内进行“伴人”觅食活动，以取食农作物

为主。普洱市为此采取了修建亚洲象“食堂”、

探索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等举措。

2020年，普洱市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

共理赔 2715万元，受益农户 15780户，其中亚洲

象肇事理赔 1604.6万元。③11 据新华社电

建食堂、上保险……亚洲象数量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