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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据新华社电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
究所人工畜养的两岁以上子二代中
华鲟目前已达 8000 余尾，成为抢救
濒临灭绝的中华鲟的资源宝库。

1987 年，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
所取得中华鲟苗种培育技术突破后，
便开始有意识地留存了部分子一代
中华鲟苗种，开展淡水环境下的人工
驯养与全人工繁殖研究，如今已形成
了 年 龄 结 构 完 备 的 中 华 鲟 人 工 种
群。当前，研究所人工畜养有已达性
成熟年龄的中华鲟子一代亲鱼 30 余
尾，接近性成熟年龄的中华鲟子一代
后备亲鱼 200余尾。

2009 年研究所实现中华鲟全人
工繁殖后，又逐步建立起子二代中华
鲟人工种群，目前人工畜养有两岁以
上的子二代中华鲟 8000 余尾。实验
和实证表明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
鲟具备适应海洋生活的能力。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在地球上存在已有1.4亿年历
史，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它多数时间
生活在大海中，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后游
回长江产卵。

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洄游群
体数量逐渐减少，近年已下降到百尾
以下。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未
发现自然产卵迹象。

为保护濒临灭绝的中华鲟，三峡
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利用野生中华鲟
繁殖出了子一代，再利用子一代繁殖
出了子二代，从而实现了全人工繁殖，
摆脱了过去对野生中华鲟的依赖。

对濒危动物进行放流增殖是国
际通行做法。截至 4 月 24 日，三峡集
团中华鲟研究所已开展了 58 次中华
鲟 放 流 活 动 ，累 计 数 量 超 过 500 万
尾。不过，这些放流的中华鲟有多少
能够到达长江入海口并不乐观。航
运、水质、食物等，都是它们 1800 余
公里的旅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工繁殖中华鲟进展迅速
三峡集团两岁以上子二代中华鲟达 8000 余尾

本报讯 陕西省蒲城县政府办公
室近日印发和实施了《生态补偿暂行
办法》，让保护生态得到合理回报和
经济补偿。

生态补偿范围包括耕地、生态公
益林、重要的天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等
8 类生态功能区域。镇（办）政府、村

（居）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影响经济收入的
个人等组织和个人为补偿对象。

生态补偿标准根据生态价值、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统筹考虑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物价指数等因
素制定，一般 3 年调整一次，以县政
府名义公布。生态补偿范围位于镇

（办）的，生态补偿资金由镇办承担；
位于城市规划区的，生态补偿资金根
据县政府确定的比例由县、镇（办）政
府分担。

生态补偿资金实行分类、逐年申
报制度。耕地、重要的天然湿地和人
工湿地等生态补偿资金，由村（居）民
委员会（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镇

（办）政府申报，镇（办）统一向县财政

部门申报；生态公益林、风景名胜区
等生态补偿资金，由镇（办）政府向县
财政部门申报；其他组织和个人符合
生态补偿资金申报条件的，通过相关
部门向县财政部门申报。

申报时要求提交申报表、生态保
护责任承诺书等材料。县政府承担
的生态补偿资金，县财政部门直接拨
付镇（办）政府，镇（办）政府将拨付给
村（居民）委员会的生态补偿资金在
到账后 15 日内转拨；其他组织和个
人的生态补偿资金，由县财政部门直
接拨付。县财政部门将申报生态补
偿资金的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县审计
部门对生态补偿资金拨付和使用情
况定期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生态补偿对象未按承诺书履行
生态保护责任的，有关部门责令限期
整改，在期限内未达到整改要求的，
县财政部门缓拨、减拨、停拨或者追
回生态补偿资金。生态补偿对象因
破坏生态环境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
两年内不得获取生态补偿资金。

李涛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怒江
大峡谷国家公园、独龙江国家公园设
立评审会日前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两个国家公园申报项目顺利通过云
南省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审查，为怒
江 傈 僳 族 自 治 州（以 下 简 称“ 怒 江
州”）实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行动计
划“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创造了更好
条件。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州，自
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和生态环境脆弱
的劣势并存，全州贫困发生率高达
38.65%，居云南之首，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

云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通过
国家公园建设，将怒江州的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动力，将生态保护作为实
现 怒 江 州 人 口 脱 贫 致 富 的 重 要 手
段。怒江州抓住机遇，于 2014 年全
面启动国家公园申报工作，力争通过
设立国家公园，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

经济发展相协调、森林资源有效保护
与社区群众脱贫致富相协调的双赢
道路。

怒江州副州长袁丽辉说，怒江州
将科学规划好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
独龙江国家公园的建设。抓好全域
旅游和脱贫攻坚，打造精品化、特色
化、高端化旅游品 牌 ，积 极 将 两 个
国 家 公 园 打 造 成 云 南 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示 范 区 、怒 江 州 生态保护的
名片、生态脱贫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助
推器。

据了解，两个国家公园的设立与
建设，将使怒江州独一无二的生态资
源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得到更有
效保护。同时，对怒江州实施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行动计划“生态补偿脱贫
一批”，也将发挥核心主力作用。通
过聘用护林员等方式增加农村生态
就业人口，使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
直接受益。

怒江加快国家公园建设
让更多群众通过生态保护实现脱贫

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记者李俊
伟呼和浩特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日前发布《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以
下简称《通告》），部署有效预防和治
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
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告》明确，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共计 8 个。其中国家级包括大小
兴安岭、呼伦贝尔、燕山、阴山北麓、
祁连山—黑河 5 个，自治区级包括西
辽河、阴山北麓—河套平原、阿拉善
高原 3个。

此外，重点预防区涉及 37 个旗
县（市、区）,包括国家级旗县（市、区）
共 22 个、自治区级旗县（市、区）共 15
个；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共计 7 个，

其中国家级 4 个、自治区级 3 个；重点
治理区涉及 66 个旗县（市、区），其中
国家级旗县（市、区）共 36 个、自治区
级旗县（市、区）共 30个。

《通告》要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方
针，有效保护自然地面覆盖物、林草
植被；采取封育保护、自然修复等措
施，对局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进行综
合治理，扩大林草覆盖面积；限制或
禁止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
活动，强化监督管理，有效避免人为
造成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要坚持“因
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开展以小
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改善生态环
境和生产条件；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水
土流失治理；加强管护，巩固治理成果。

因为燕窝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营
养价值，采摘燕窝、贸易取利曾经是大
洲岛一带渔民的生财之道。但滥采偷
采也使金丝燕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金
丝 燕 群 逐 渐 减 少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每年还能采燕窝近百个，到 80 年末
期已经降到十来个。金丝燕在大洲岛
面临灭绝的危险。

为保护金丝燕和大洲岛海洋生态
系统，1990 年，经国务院批准，大洲岛国
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成立，总面积
70 平 方 公 里 ，除 大 洲 岛 本 岛 外 ，还 有
65.8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

在驻岛保护站，记者见到了站长吴
英弘。他是 1991 年保护区刚成立就来
到大洲岛的首批守护员之一。他告诉
记者，刚来海岛工作时，不仅工作条件
艰苦，而且工作很难开展，岛上的渔民
都不理解。但是靠着保护大洲岛海洋
生态的信念，他坚持了下来。

一开始岛上没有通电，吴英弘晚上
就点着蜡烛，坚持学习海洋生态保护方
面的专业知识和法规，经过培训拿到了
职业资格证书。为了照顾他，老吴的爱
人在孩子刚满月时，就以志愿者身份来
到岛上，一住就是 3 年。直到老吴慢慢
打开了工作局面，才回到陆上。回忆过
去，老吴最感到愧疚的是对不起儿子。
1993 年的一天夜里，孩子发高烧，岛上
缺医少药，送到医院时孩子的大脑已经
烧坏了，成了一个智障儿。

保护站刚成立时，人员少，驻岛人
员两三个月才能轮换一次。目前，保护
站除站长老吴外，还有 4 名守护员，实
行两班倒，一班一周轮换。在保护站两
层小楼的二楼阳台上，记者与正在站里
值班的守护员刘名琳聊起来。

刘名琳的父亲是和吴英弘一同来
驻岛保护站的第一代守护员。前几年
老刘退休，考虑到刘名琳从小就在岛上

陪他父亲工作，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当
他中专毕业后，组织上就安排他接了父
亲的班。

刘名琳告诉记者，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驾驶着小艇绕大洲岛巡查两遍，主
要是观察上岛人员有无偷采燕窝、上山
偷猎、海域炸鱼等违法行为。

近年来，经过他们的宣传和保护，
人们的保护意识在增强，上岛人员越来
越少了，岛上的盘山道已经完全被植被
覆盖，炸鱼捕鱼基本绝迹，大洲岛正在
回归更原生的状态。

他 们 也 有 苦 恼 ，就 是 缺 乏 执 法 手
段。特别是对那些靠近保护区进行捕
鱼作业的大船无可奈何。这些大船一
旦抛锚，会严重影响保护区海域生态环
境，特别是影响珊瑚礁的生长。“你看，
那里的海底就有一大片珊瑚礁，很漂
亮 。”刘 名 琳 指 着 不 远 处 的 港 湾 对 记
者说。

守护金丝燕
——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见闻

◆本报记者刘树国

陕西蒲城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补偿范围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个人

图为海南省万宁市东南部海域的大洲岛。岸壁上树木掩映的岩洞，就是金丝燕栖息的地方。 刘树国摄

海南省万宁市大洲岛国家级海洋
生态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驻岛保护站站
长吴英弘,是 1991 年保护区刚成立就
来到大洲岛的首批守护员之一。多年
来一直守护着大洲岛，守护着金丝燕。

姚军摄

内蒙古划分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

推进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我和保护区有个约会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的资
源宝库。我国有着 1.8 万多公里的大陆
岸线，约 1.4 万公里的海岛岸线，海洋资
源丰富。但随着对海洋资源开发规模
的日益扩大，海洋生态环境也受到污染

和破坏。
为保护海洋生态，截至 2015 年底，

我国已经建立了 68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
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南部海
域的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自然保护

区就是其中之一。
不久前，记者来到了大洲岛，探访

了隶属保护区管理处的驻岛保护站，实
地了解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点滴
片段。

金丝燕的唯一栖息地

大洲岛地处北纬 18 度，面积 4.2 平
方公里，是海南岛沿海离岸最大的岛
屿。它由南岭、北岭两岛构 成 。 南 北
两岭由一条长 578 米、宽 50 米~120 米
的弯月形沙滩连接。退潮时，洁白的
沙 滩 露 出 水 面 ，与 澄 碧 的 海 水 、翱翔
的海鸥构成“渚清沙白鸟飞回”的自然
美景。

大洲岛是珍稀鸟类金丝燕在我国
的唯一栖息地。金丝燕属于雨燕科，在
我国已经被列为濒危保护物种。它喜
高空飞翔且飞行奇速，快如闪电，行踪

飘忽不定，可在 100 公里范围内活动觅
食。它通过自己发出声音的回声进行
定位，可以在光线很暗的岩洞深处准确
找到自己的窝巢。

大 洲 岛 岸 为 花 岗 岩 构 造 ，由 于 常
年经受海水冲刷海风剥蚀，耸峙的山
岩峭崖上遍布天然裂缝，外覆茂密的
植 被 ，僻 静 幽 深 ，是 金 丝 燕 栖 息 的 好
地方。

大洲岛金丝燕的窝巢是完全用其
胶状唾液在岩壁上筑成的，这样的燕窝
不含羽毛杂草，窝层肥厚，色泽透明，非

常有利于雏燕的繁育和生长。
大洲岛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岛陆生

态，植被覆盖率达 95%以上 ，高 等 植 物
达 500 多 种 ，其 中 就 有 海 南 苏 铁 、海
南小花龙血树、海南大风子、野龙眼、
野 荔 枝 和 毛 茶 等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岛
上还有穿山甲、蜥蜴、蟒蛇等珍稀野生
动物。

大洲岛周边海域属一类海水水质，
基本未被污染，加以良好的水深条件，
为 珊 瑚 等 多 类 海 洋 生 物 提 供 了 生 长
条件。

五个人的保护站

谈到目前金丝燕的种群数量，吴英
弘告诉我们，据他们长期观察，目前大
洲岛上大概有二三十只。为什么经过
这么多年的保护，金丝燕的种群数量没
有明显增加甚至感觉还在减少呢？

吴英弘说，这可能与金丝燕的生物
习性有关。

据他们了解，金丝燕喜欢到栖息地
之外的陆地觅食，尤其喜食小昆虫。专
家对死亡的金丝燕遗体解剖发现，一只
金丝燕可吞食上千个小昆虫。他们分
析，很可能是这些昆虫携带的农药、化
学品成分导致了金丝燕中毒死亡，这可
能是金丝燕种群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之一。

而对于这些保护区外的环境问题，
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所能做的，是

努力让大洲岛的生态环境越变越好，更
加适合金丝燕栖息。好在地方政府也
越来越支持他们。

去年 12 月，海南省和万宁市开始
对大洲岛实施环境综合整治，这也是保
护区成立 25 年来第一次进行全面生态
修复整治，对岛上违章建筑物进行了全
面拆除清理，世代在岛上生活的渔民被
妥善转移，消除了因居民活动带来的外
来物种对大洲岛生态系统的威胁，为保
护区消除了最大的隐患，也去掉了老吴
他们的一块心病。

说到对未来的期盼，他们希望有关
部门进一步改善保护站的工作条件。
比如配备马力更大的船只，提供更充足
的油料开支保证。吴英弘告诉记者，开
船绕岛一圈就是 6 海里，93 号汽油加机

油需要 100 升，一年光油料开支就 100
多万元。“工作量越大，油料越不够用。”
老吴说。

按吴英弘的理想，应该组建一支 10
个人的守护队。队员应该主要由蓝丝
带环保志愿者和退伍军人组成。“海洋
生态保护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必须懂
海洋环境，还要有好的水性和体力。”吴
英弘说。

吴英弘还希望有更多的科研人员
加入到研究保护金丝燕的行列中来。
守护了 20 多年，也观察了解了金丝燕
的 一 些 习 性 ，他 们 愿 意 与 科 学 家 们
分享。

这一切，都是为让金丝燕种群在大
洲岛早日恢复，让大洲岛这颗南海生态
明珠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归来吧，金丝燕

大洲岛坐标

金丝燕属于雨燕科，在我国已经
被列为濒危保护物种。它喜高空飞翔
且飞行奇速，快如闪电，行踪飘忽不
定 ，可 在 100 公 里 范 围 内 活 动 觅 食 。
它通过自己发出声音的回声进行定
位，可以在光线很暗的岩洞深处准确
找到自己的窝巢。

大洲岛是珍稀鸟类金丝燕在我国
的唯一栖息地。据观察，目前大洲岛
上 金 丝 燕 的 种 群 数 量 大 概 有 二 三
十只。

编者按

1956年，我国建成第一个自
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
保护区。经过60年的发展，中
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经历了从
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类型单
一到全面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自然保护区使我国90%的
自然生态系统、85%的国家重点
保护动物和86%的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以及绝大多数自然遗迹
得到了保护，我国部分区域生物
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的局面得
到缓解，一些濒危物种种群得到
了恢复。

今年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建
设60周年，本报记者走进自然
保护区，深入一线了解保护区建
设及生态保护成就。今日刊发
海南省大洲岛国家级海洋生态
自然保护区守护金丝燕的故事。

金丝燕

吴英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