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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鹤庆东草海国家
湿地公园成群结队在嬉戏觅食的
候鸟。

近年来，鹤庆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加
强湿地恢复与建设，使草海湿地生

态系统不断改善，迁徙的鸟种类不
断增多，有纪录的鸟类达182种，
鸟密度大，每平方公里达上万只。

鹤庆草海湿地一般最佳观鸟
季为冬季 12 月至 1 月，由于今年
气温冷得早，鸟类迁徙飞临草海

的时间有所提前，今年10月就有
大批候鸟飞临鹤庆草海湿地，从11
月开始就提前进入最佳观鸟季，不
仅鸟种类多，而且数量大，草海成
了候鸟的天堂。

［特约记者 张银奎 摄］

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摇
曳的水草……勾勒成一幅意境高
远的中国画。画中一群精灵，在
粼粼波光中流连、嬉戏……这是
笔者日前在巍山县庙街镇云鹤莲
花塘拍摄到的在此“过冬”候鸟嬉
戏的生动场景。

近年来，巍山县林业部门经
常性开展爱鸟护鸟宣传，查处非
法猎捕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进
一步增强当地群众爱鸟护鸟意
识，形成爱鸟护鸟共建生态文明

的良好氛围。特别在候鸟迁徙过
冬时节，为保障迁徙候鸟及各种
留鸟种群的安全，实行定期不定
期巡查制度，联合相关部门严厉
打击乱捕滥猎候鸟及驱赶候鸟的
行为。

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和群众
爱鸟护鸟意识的增强，九曲十八
弯的红河源和遍布两岸的2300多
个大小库塘，成为了各种候鸟“过
冬”的乐园。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本报讯（通 讯 员 樊 娇 艳
赵喜杏） 天气渐寒，又到一年候
鸟南飞时节，大批候鸟已陆续向
洱源西湖、东湖、茈碧湖和草海湿
地飞来。成千上万只越冬候鸟聚
集在湖面上、芦苇上、水草上、空
地上，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享受着
冬日暖阳。

阳光洒满湖面时，在湿地的
草木间取暖栖息了一晚的大雁、
海鸥、白鹭、黄鸭、钳嘴鹳、鸳鸯、
紫水鸡等越冬的水鸟一只接一
只，一群接一群，不约而同地落入
沉静了一夜的水面，开始捕食充
饥，嬉戏游玩。到了冬日的余晖
涂满湿地，又一对接一对，一群接
一群地飞回到枯黄而温暖的草木
间、柳林里。在流水般的朗朗月
色中酣然入睡，直至翌日的朝阳
再次从湖面升起。

家住右所镇西湖村委会南登
小组的杜榆成为右所镇的应急打
捞员后，每天早上8点就会准时出
现在西湖湖面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和队员们巡查和打捞水草的时
候，身后的芦苇丛中会时不时
地传来黄鸭嘎嘎嘎的叫声。由于
大家爱鸟护鸟意识不断增强，来
洱源过冬的候鸟早已和大家成为
了“朋友”。杜榆指着不远处说：

“这些地方时常有紫水鸡，它们也
不怕我们，它们吃它们的，我们干
我们的”。

不远处，几艘载着游客的船
慢慢驶向观鸟区，大家不约而同
地屏住呼吸，生怕惊到正在觅食
的“小精灵们”。“悄悄地”拿出手
机记录着它们的美丽身影。兰州
游客刘女士表示，每年都会和家
人到各地旅游，来到洱源后收获

很大，不仅赏到美景品到美食，还
看到了许多叫不上名又很漂亮的
鸟。在游玩中，刘女士不禁感慨：

“在西湖水上游玩，感觉心里特别
的平静，这些小鸟啊白鹭呀，真挺
好，这样好的环境长久保持下去，
对这里的人、外来的游客来说都
是幸福的事。”

据右所镇环保员杜梁介绍，珍
稀水鸟能否在一个地方生存，除了
气候温暖、阳光充足、环境安静之
外，关键还是要看食物是否充足。
当前迁徙到洱源的候鸟，能够自得
其乐，这主要得益于洱源在全面打
响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攻坚
战中，湿地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
制、农业面源管护等系列工程的强
力实施，为鸟类提供了隐蔽的庇护
所和丰富的食物。

近年来，洱源县经过不断努力，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建成马爷河、
茈碧湖环湖、东湖团山等 3771 亩
湿地；完成东湖湿地征地 6923.31
亩；退耕还林2000亩，茈碧湖周边
滩涂还湿、退塘还湿 540 亩，流转
生态隔离带建设用地 1.36 万亩，
建成库塘50个及生态隔离带截污
沟 103.7 公里，生态种植 3407 亩，
建成 44 个村 47 块 500 亩表流湿
地。随着洱海保护宣教工程的深
入推进，老百姓爱鸟护鸟意识不
断增强，境内的山林、湖泊、湿地
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
给鸟类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据了解，今年来洱源过冬的
候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发展到上万
只，有紫水鸡、白鹭、黄鸭、白骨顶
等 64 种鸟类，洱源县境内众多湖
泊和湿地俨然成为这些鸟类繁
殖、迁徙、越冬的栖息地。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兴祥
通讯员 杨云）近日，宾川佳泓园
艺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在云南
核度生物有限公司富硒专家姜
开侠和胡小安博士的指导下，对
公司石板箐滇橄榄基地第一年
挂果的滇橄榄，规划其中 10 亩
进行“有机硒氨基酸营养液”全
株叶面喷施作业，开启了宾川

“树翡翠”牌有机滇橄榄富硒产

品生产新模式。
硒是人体健康、增强免疫力

所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很多植
物及果实都含有硒，富硒即是通
过对植物整株进行人工技术干
预，使得植物有机硒含量增加，达
到富有并能被人体充分吸收利
用。云南核度生物有限公司与
宾川佳泓园艺有限责任公司达成
协议，在宾川佳泓园艺有限公司

石板箐滇橄榄基地，引进云南
核度生物有限公司富硒技术应用
于滇橄榄种植试验，使宾川佳泓
园艺有限公司生产的果大、肉
厚、纤维少、营养丰富、产量高、
吃起来甘甜爽口的“树翡翠”牌
有机滇橄榄产品达到富硒产品
要求，为生物制药大健康产业提
供初级产品，在宾川县乃至云南
省也尚属首次。

本报讯（通讯员 欧庆海 罗义）
11月 27日，剑川县河长办、金华镇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各站全体人
员、金龙村“两委”班子以及村民，
镇环卫站环卫工人、河道保洁员共
200多人租用 2台挖机、6辆农用拖
拉机对永丰河下游段进行集中整
治清理。

在永丰河上，挖掘机正挥着铲
子不断从河道挖出存量垃圾，堆放
在一旁。河道渐渐清理出来，一边
堆积的垃圾，及时用农用拖拉机清

运，工作人员、村民按河道长度分
成几组，手拿铁钳、铲子、锄头等工
具，分工合作将河道生活垃圾、漂浮
物进行打捞、收集。整理后，倒入垃
圾清运车，运往垃圾中转站。初冬
的天气有些寒意，但是所有人员却
干得大汗淋漓，认真清理隐蔽在草
丛中的垃圾，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点垃圾，经过一天全面清理
综合整治，目前下登村至环城路段
河道垃圾已清理完毕，河道的面貌
焕然一新。

又是一年观又是一年观鸟季鸟季

洱 源

巍 山▶

鹤 庆▼

宾川首次引入“滇橄榄”富硒种植技术

提起大熊猫，人们总会想起动
物园里人工饲养的可爱萌宝。最
近，记者到甘肃省南部的原始森林
里“扎荒”5 天 4 夜，那里经常有野
生大熊猫出没。

甘肃是我国有野生大熊猫
分 布 的 三 个 省 份 之 一 ，白 水 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目前
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的保护区，
正在建设中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分 为 四 大 片 区 ，其 中 一 个 就 是
白水江片区。

11 月 17 日，白水江保护区丹
堡河保护站的护林员要进山开展
每季度一次的野外例行动态监测，
记者便申请跟他们一起工作。

早晨 9时多，大家从文县古道
坪村出发上山进林。虽是冬季，但
森林中仍是红一片、黄一片、绿一
片，林中空气湿润，树干布满青苔，
偶见松鼠探头，地上堆积的黄褐色
落叶没过脚踝。不过，记者在如画

的美景中连续跋涉 9个小时，直到
天黑也没有到达野生大熊猫的核
心栖息地，只好在海拔2222米的地
方住下。

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爱吃
竹子的野生大熊猫核心栖息地往
往在海拔 2200米到 3000多米的山
梁上。有一天，记者跟随护林员走
了近7个小时，爬到海拔2600多米
的山梁之上。一路上，泥泞中可见
许多不知名的野生动物脚印。顺
着山梁再往上走 1个多小时，阔叶
林变成大片高大挺拔的青松，松林
周边是一望无际的低矮竹林。青
松和翠竹都结满了冰挂，银装素
裹。竹林很低，记者穿行其间需要
低头弓腰。

56岁的村护林员王保佑说，他
曾试着往竹林深处走去，但竹林太
密，能听到溪水流却怎么也找不到
小溪。而大熊猫喜好在茂密的竹
林中间打竹洞居住，既清静又避风

保暖。
记者从“扎荒点”到山梁上，看

到许多野生动物的粪便和脚印，尤
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的踪
迹最多。11 月 20 日下午，记者与
护林员们在一处海拔 2630米的地
方，远远看见有 4头野生羚牛在休
息。当记者试图靠近时，这些体重
达四五百斤的动物敏捷地消失在
茫茫林海中。

多位护林员和村民说，大熊猫
深居简出很难谋面，身为大熊猫的

“卫士”和“邻居”，能捡到一团新鲜
的大熊猫粪，就足以让大家兴奋好
几天了。不过，记者借助“神器”有
幸见到野生大熊猫的真容。

2014年以来，白水江保护区陆
续投放 300多台红外相机，野生大
熊猫的踪迹得以面世。记者“扎
荒”的这一大片森林安装了 6台红
外相机。它们记录下羚牛、金丝
猴、野猪、黑熊、豪猪、血雉、蓝马

鸡、红腹角雉等10多种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其中有两台捕捉到野生
大熊猫在林中散步的踪影。

在白水江保护区，记者通过大
量的一手视频资料，看到大熊猫的
另一面。它们并不是“吃素的”，只
要有机会，也喜好吃腐肉。它们体
态臃肿却喜好运动、夜行，也不会
像黑熊那样冬眠，就连解手都很酷
——倒立撒尿。它们是森林中的

“独行侠”和“夜行侠”，不主动伤害
其他动物，但有敌来犯它们也不是
好惹的。

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大熊猫管
护办公室主任何礼文说，大熊猫国
家公园白水江片区将以白水江保
护区为主，整合周边部分保护区和
林场，这样大熊猫的栖息地更宽
广，生态廊道更通畅。大熊猫国家
公园也会专门设立科普游憩区，让
更多的人了解野生大熊猫。
［据新华社电 记者 张钦 范培珅］

直击国宝核心“生活区”
——甘肃白水江保护区探秘野生大熊猫

剑川清理整治剑湖入湖口河道

● 近日，山东省将全面

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实
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全省所
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以确保
湿地面积不减少，湿地野生动
植物种群数量不减少。

山东是湿地大省，湿地总
面积 173.75 万公顷，占山东国
土面积的 11.09%，居全国第 7
位。山东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山东将从 2018 年起，把
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湿地生
态状况等保护成效指标，纳入
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等制度体系，确定保护成
效考核指标，建立健全奖励机
制和终身追责机制。到 2020
年，山东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
2600万亩，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70%以上。

● 近日，福建省人民检

察院在福建省河长办正式设立
检察联络室，进一步完善了生
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机制，将福建河长制工
作推上了新台阶。

据了解，福建省驻河长办
检察联络室的十项工作职责包
括：承担互通信息、监督移送、
立案监督、接受和移送职务犯
罪线索、提前介入、行政执法履
职监督、督促行政处罚执行、监
督判决和执行、环境公益诉讼、
调研咨询交流等。

据介绍，福建省驻河长办
检察联络室将督促各职能部门
准确履行保护监管职责，共同
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严
格依法保护河长规范有效履
职，不断完善涉河涉水犯罪案
件办理和法律监督新模式等。

● 日前，广西正式出台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督
察办法（试行）》，对环保督察工
作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将督
察结果和整改结果纳入干部考
核和绩效考评。

新规明确了环保督察的主
要内容包括，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情况；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环境质量改善和环保目标考核
任务推进情况；突出环境问题
及处理情况；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要求落实情况；上级下达的
其他任务。

新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
府要依法处置督察发现的环境
违法行为。对环境问题突出、
环境质量下降明显，达不到国
家和自治区重点任务目标考核
要求，地方、部门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重大工
程进展严重滞后，或者党政干
部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作为、乱
作为甚至渎职、滥用职权的相
关责任人，需要追究党纪政纪
责任的，按程序移交纪检监察
机关处理。

据介绍，这一规定有利于
促进环境督察体系机制的建立，
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部门的环保责任，推进突
发环境问题的解决，深入推动广
西“大环保”格局的构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2017
年，弥渡县开展乡村清洁活动，完
善农村保洁长效机制，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提升了
农村人居环境。

弥渡县深入持续开展以清洁
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为载体的乡村清洁活
动，建设美丽幸福新弥渡。开展元
旦、春节、“三月街”民族节、“五·一”
节汛期前、灭鼠及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推行“河长制”河库沟渠环境卫
生整治，投入资金 60万元，10.52万
人次参与卫生整治，清运垃圾 1.09
万吨，乡村环境明显净化。

弥渡县坚持“城乡同步、全面
治理、多元投资、创新机制、注重实
效”的原则，建立坝区“户清扫、组
保洁、村收集、乡镇中转、县处理”
五级联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长效机制，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
成熟的处置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
伍、有高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
管理制度，及时清运垃圾，保持村

庄干净整洁，形成人人讲卫生、户
户比清洁的新气象。严格落实责
任，健全完善县级部门挂钩帮扶乡
村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明确

“三清洁”工作目标任务。贯彻落
实《大理白族自治州乡村清洁条
例》，履行主体责任，推行乡村清洁
卫生常态化管理，通过“一事一
议”，按照坝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
40元以上，山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
30 元以上标准筹集村庄保洁和生
活垃圾清运费。在坝区农村配备
村庄保洁员 819 人，配备垃圾桶
（箱）6565只、垃圾清运车 59辆、保
洁车90辆，全面推行门前“四包”责
任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城
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六站一中
心”建设项目，推进华润工程（弥渡）
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无害化处置
生活垃圾项目。红岩镇清水村委
会等28个山区村委会，使用焚烧净
化炉，无害化处置生活垃圾，逐步
改变山区农村垃圾就地填埋焚烧
的现象。

弥渡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