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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尼玛·德维·巴曼
Purnima Devi Barman

普 尼 玛·德 维·巴

曼博士（Purnima Devi 

Barman）出生于1940

年9月20日，是 一 名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者、野 生

生物学家，来自印度阿

萨姆邦，她因对大秃鹳的保护工作而闻名。她

创立了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草根生态组织

（Hargila Army），致力于防止大秃鹳灭绝，荣

获202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商界

卓识”类别奖项。

    巴曼五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印度阿萨姆邦布

拉，和她的祖母在马普特拉河畔一起生活。由

于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分离，她伤心欲绝。巴曼

的祖母是个农民，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祖母

开始带她去附近的稻田和湿地，教导她关于当

地鸟类的知识。

“我看到了鹳鸟和许多其他鸟类。祖母教

我关于鸟儿的歌。她让我对着白鹭和鹳鸟歌

唱。这让我喜欢上了鸟类。”巴曼说。巴曼职业

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的

大秃鹳，这是世界上第二稀有的鹳鸟物种。

    随着农村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鹳鸟赖

以生存的湿地不断遭到破坏、污染和退化，被

建筑物、道路和移动电话塔所取代。湿地孕育

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生命，但由于人类活动和

全球变暖，世界各地湿地正以超过森林三倍的

速度流失。

在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后，巴曼开始攻读

大秃鹳领域的博士学位。但是，当她意识到许

多曾陪伴她长大的鸟类已经不复存在，她决定

把论文撰写的时间延后，把精力放在研究如何

让鸟类存活下来。2007年，她开始了保护鹳

鸟的运动，重点关注阿萨姆邦坎鲁普区内鹳鸟

最为集中、却又最不受欢迎的村庄。

在这个地区，鹳鸟因食用尸体、把动物尸

骨运到树上筑巢（很多树木都是生长在当地

居民的花园里）以及排放出气味难闻的排泄

物而饱受非议。这种鸟类高约5英尺（1.5米），

翼展可达8英尺（2.4米），往往当地村民宁愿

把后院的树都砍了，也不愿意让鹳鸟在里面筑

巢。“这种鸟类完全被误解了。它们被当地人

视为一种不祥之兆、霉运或疾病的载体。”巴曼

表示，而她自己也曾因试图拯救鹳鸟的筑巢群

居地而受到嘲笑。

巴曼了解，为了保护鹳鸟（阿萨姆当地居

民把这种鸟叫作“hargila”，即“吞骨鸟”），她

必须改变人们对鹳鸟的认知，因此她动员了一

批农村妇女来协助她。巴曼创立了一个完全由

女性组成的草根生态组织“Hargila Army”。

她们保护鹳鸟的筑巢地点，给从巢里掉落受伤

的鹳鸟提供康复服务等。

如今，“Hargila Army”组织已拥有超过

10000名女性成员。她们负责保护鹳鸟的筑巢

地点，照料从巢中坠落的受伤鹳鸟，并组织“新

生儿派对”来庆祝雏鸟的出生。大秃鹳经常被

写进民歌、诗词和戏剧中。

“普尼玛·德维·巴曼开拓性的保护工作为

成千上万的当地妇女赋能，许多人开始创业，

提高了她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帮助大秃鹳摆脱

了濒临灭绝的危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英格·安德森说，“巴曼博士的工作表明，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妥善解

决，从而实现共赢。她强调了湿地的丧失对于

在湿地上繁衍生息的物种产生的毁灭性冲击，

提醒我们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在巴曼看来，她得到的最大回报之一就是

在 Hargila Army 组织中潜移默化的自豪感，

她希望她们的成功可以激励下一代环保主义

者追逐自己的梦想。“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里，女性从事保护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

情，但 Hargila Army 已经证明，女性也能够

有所作为。”巴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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