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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东的梁友和谢云夫妇，2013
年以前一直从事外贸生意，辛苦打拼多
年，生意做得颇有成就。

2014年开始，他们在云南省西双版
纳州试水种植了100多亩香蕉，仅一季
收成就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也让他
们尝到了甜头，当年便下定决心扩大规
模，彻底向农业转型。

夫妻俩随后选择种植的品种是柚
子，在他们心目中，这是未来二三十年
将为之奋斗的事业。近半年的时间
里，梁友和谢云先后考察了广东、广
西、海南、云南四省份的多地，最后将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发展河乡黑山村
平掌地组的数百亩林地，当作建设柚
子基地的最佳选择。他们还专程请农
业专家到现场调研，专家表示这里的
气候以及地形适合柚子的生长。

2015年上半年，梁友和谢云夫妇
与澜沧县发展河乡黑山村平掌地组签
订了《林权流转合同》，林地使用期为
43 年，一直到 2058 年 4 月 30 日。自
此，一幅现代农业柚子基地的发展蓝
图在这对中年夫妻脑海中浮现。他们
保持着年轻时创业的激情，带着几十
名工人开荒、种果苗、铺设滴灌设备
……看到曾经的荒山正一点点地发生
着改变，夫妻俩看到了二次创业的曙
光。他们称，从 2015 年至今，先后共
投资了 2000万元建设这片基地，“卖
了深圳的2套房，还搭进去1000万元
现金。”

然而，2016年底，1头成年野生亚
洲象的闯入，打乱了一切。“刚开始来
的只有1头公象，3米多高，并没有造
成什么破坏，感觉像是来探路的。”回
忆起初见到大象时的场景，谢云表示
自己更多的是好奇，并没有感到恐惧，

“当地村民还跟我说，大象跑到柚子基
地来了，你们要完蛋了。当时，我们还
想过把野象当作卖点对外宣传，丝毫
没有认识到它的破坏性有多大。”

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了夫妻俩的
想象。时隔不久，此前来过的那头公
象重返柚子基地，身后还跟来了几头
野象，它们对山上工人的宿舍进行破
坏，东西被翻成了一团乱麻。根据两
口子的记录，仅 2017 年，野象来到柚
子基地的次数就达12次。

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18年6
月的一天晚上，柚子基地出现了野象
群，这次一共来了18头大象，基地内的
围网、滴灌设备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自此，这群大象开始频繁地侵扰这片基
地，被损坏的设备修了一遍又一遍，让
梁友和谢云渐渐失去了信心。

投资2000万元果园频遭野象“造访”
生产近乎瘫痪，创业夫妻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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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围城”，困在里面走不出去又无解。

记者了解到，亚洲象是云南的
旗舰物种和明星物种，也是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十四
五”需要抢救性保护的48种极度濒
危物种，是亚洲体形最大、最具代表
性的陆生脊椎动物。在我国，主要
分布在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

亚洲象“伴人”而居，人象冲突
不可避免，肇事危害不断加重。“科
学规划和建设亚洲象栖息地，为亚
洲象营造足够面积、高质量的家园，
是未来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云南

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此
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寻找一条
更加适合亚洲象生存与繁衍的保护
途径，通过科学规划和建设，满足亚
洲象的生存需求，能有效促进亚洲
象与人和谐发展。

“人象冲突问题，给我们这种规
模化的农业企业造成的损失太大
了。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们就不
敢贸然继续投资。”梁友表示，现在
外界很多人对野象的认识过于娱乐
化，而在当地老百姓和投资者眼中，
野象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今年是我们来云南种柚子的
第九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三十至四十岁时，我们也是同样的
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但四十
至五十岁的近十年，我们只赚得了
满身疲惫，感觉不到奋斗的价值。”
谢云说，他们曾想过将柚子基地转
手，但有老板一听有野象活动就不
再联系她了，“只要能解决好野象问
题，给我们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我
们还是愿意继续在这里投资，做出
一番事业的。”

（楚天都市报）

梁友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详细
记录着野象来柚子基地活动的日期
及其造成的破坏，如今这本笔记只
剩下几张空白页。记录显示，今年
以来，短短4个月时间，野象群就已

“造访”过5次。如今，这片数百亩
的柚子基地，仅有几十亩还在维持
正常运转。

“基地最多时有20多名工人，
现在只剩我们夫妻俩，因为大象在
这里频繁活动，工人们都不敢来上
班。”谢云回忆说，他们的柚子基地
于2019年开始挂果，后来基地内
的设备遭遇野象频繁破坏，正常的
生产秩序被打乱，基地逐渐处于瘫
痪状态。

近日，在梁友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这片基地的边界，只见一条长长
的绿色铁丝防护网竖立在路侧，但
沿途有数十处防护网已遭到破坏，
有的还倒在路中间，有些腰粗的大
树甚至被连根拔起。

梁友介绍，这些防护网是当初
开发基地时修建的，一共约2公里，
但设置这些防护网的目的并不是为
了防大象，而是为了避免村民们养
的牛羊进入，“我们投资之前，根本
就不知道这里还有野象。”

除了沿途的防护网被破坏，基
地内的滴灌设备也难逃一劫，一路
上散落着断裂水管，数不胜数。山
上还有几处工棚受损较为严重，甚
至连监控设备都被破坏。

“这些滴灌系统都是从以色列
进口的，我们从监控中看到，大象将

水管拉起来扯断，有时候还会抛到
空中，甚至在水管上走猫步，把它们
当作玩具。”梁友说，很多柚子树没
有及时得到灌溉，出果率受到很大
影响，品质也无法得到保证。

一路走来，整片柚子基地遍布
杂草，很多果树上还挂着上一季的
柚子。梁友介绍，自2020年之后，
这片基地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管理，
因为精力有限无法顾及，大部分都
处于荒废状态。梁友和谢云夫妇坦
言，此前在澜沧县黑山村平掌地组
建设柚子基地时，完全没有考虑到
野象的因素。“当初投资时，没有人
说基地这里有野象活动的迹象，政
府后来给我们答复也称，是基地建
设以后，这里才来了大象。”谢云说。

平掌地组多位村民表示，近几
年，他们种的庄稼都会遭到野象不
同程度的破坏，政府部门会给予一
定的补偿，但这群野象究竟是什么
时候来到这里的，已记不太清楚。

一名曾担任过该村民小组组长
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梁友和谢云
夫妇的柚子基地建设以前，
这群野象并不来他们
村子活动。基地建
好后，野象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
过来，那里成
为它们的必
经之路。野
象还喜欢吃
甘蔗、玉米
这类农作物，

不少村民种的庄稼也遭了殃。
针对因野象频繁破坏导致柚子

基地运作近乎瘫痪的问题，近日，梁
友和谢云夫妇向澜沧县林草局以及
发展河乡政府提交了诉求信，希望
当地政府协助解决。

记者获取的一份澜沧县林草局
回复文件提到，柚子基地地处近年
亚洲象群经常活动区域和迁徙路
线，确实受到一定的损失。2016年
至2022年亚洲象损坏了基地内果
树及设施设备，承保公司按保险协
议执行，共支付了393733.9元损失
补偿款，均已到账。

澜沧县林草局表示，他们将进
一步开展好亚洲象保护和人员安
全防范工作以及野生动物肇事公
众责任保险协调工作，全力减少亚
洲象肇事损失。对于澜沧县林草
局的回复，梁友和谢云称确实收到
了一些保险赔付，但他们表示，野
象对基地造成的直接及次生损失
不是这些补偿款所能补偿的。“农业
耗不起时间，大象在基地一待就是

几天，破损的设备修缮也需
要时间，浇水不及时对

果子的成长影响很
大，一旦错过时
间，就是一整年
的损失。大象
时不时地来基
地破坏，我们
看不到希望
和未来。”梁
友说。

卖掉深圳两套房
夫妻投资云南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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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象频频“造访”果园
果树连根拔设备当玩具

人象冲突如何化解
创业夫妻迷茫而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