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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前几日，上海杨浦区江湾城路
沿路 189株晚樱进入盛花期，每当
微风吹过，片片樱花随风飘起，在
天空纷纷扬扬后又洒落一地，形成
一条浪漫温柔的落樱大道。

让人没想到的是，为了让市
民尽享春光，全方位体验樱花之
美，上海将这条道路设置为首条
樱花市级林荫道，实施“落樱不
扫”，以精细化的“捡拾”进行保
洁，迎来舆论一众点赞。

为 什 么 ？ 其 实 答 案 并 不 复
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落花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王维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陶渊
明则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
句子。

在人们习惯了对城市道路干
干净净、一尘不染的要求下，一条
容许落樱不扫的管理规定，契合
了人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传
递出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和温度。

其实，“落樱不扫”并非没有
先例。早在 2016 年，上海就开始
试点景观道路“落叶不扫”，著名
的思南路、衡山路、武康路等景观
马路，种着悬铃木、银杏树、鹅掌
楸等景观树木，每到秋季时节，落
叶缤纷或明黄如金或鲜艳如火，
给城市平添了醉人的秋意。在南
京、济南、杭州等地，公园景区以
及主城区道路也出现过类似落
叶、落花不扫的活动，让人们享受
大自然的福利。

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
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对于管理者而言，最简单、最省事
的方法莫过于一味地追求整洁安
全，程序既不复杂，也不容易出
错。可是，对于市民来说，这样千
篇一律的管理就失去了诗情画意
和人间温度。在科学高度发展的
现代文明社会，人们需要一些艺
术化和诗意化的细节，来抵制科
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和生活
的刻板化与碎片化。

我们给“落樱不扫”“落叶不
扫”举措点赞，也呼唤城市管理者
继续挖掘智慧，出台更多的类似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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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琳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王从帅连
云港报道 江苏省连云港市生物多样性调查
日前取得阶段性成果。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调查单位已完成哺乳动物调查样线 62条，
发现市区现有植物近400种，鸟类13目124种。

据了解，此项生物多样性调查由连云港
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
究院开展，范围是连云港市市区（包括海州
区、连云区、赣榆区），调查时间为期一年，调
查类群包括维管植物、两栖爬行动物、鸟类、
哺乳动物、昆虫、淡水和海洋水生生物。

截至今年 3 月底，调查团队已调查到植
物近 400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7 种，为
野大豆、苏铁、银杏、水杉、樟、莲、茶（其中仅
野大豆为野生，其他为人工栽培种）。连云港
市云台山等山体是植物分布的热点地区。

鸟类调查方面，调查单位累计完成鸟类
调查样线 250 余条，样点 240 余处。重点调查
区域为连云港市沿海滩涂、近滩涂侧的养殖

塘、几大山体、水库以及海洋岛屿。目前已调
查到鸟类 13 目 124 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白头鹤，以及鸳鸯、松雀鹰、白尾鹞、黑
翅鸢等 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哺乳动物方面，调查单位累计完成哺乳
动物调查样线 62 条，并布设了若干鼠笼和红
外相机。重点调查区域为锦屏山和云台山等
生态系统保存较完好的区域。调查结果数据
正在整理中。

连云港市处于鲁中南丘陵与淮北平原结
合部，境内海洋、海岛、高山与平原俱备，沿海
岸线亦有滩涂、湿地，多样的地貌和生境承载
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具有较强的特色
和代表性。

此次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的开展，
能够系统掌握连云港市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分
布，评估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状况和保护成效，
为连云港市生态管理决策的内在依据和生态
质量改善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
报道 4 月的小兴安岭乍暖还寒，
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大沾河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陆续迎来了白
枕鹤、白头鹤等迁徙回归的候鸟。

截至 4 月中旬，已有百余只
鹤类迁徙回到大沾河湿地，开启
今年的“筑巢模式”。

除此之外，保护区及周边地
区林场所也相继传来鹤类回归的
消息。针对近期连续几次降雪降
温的情况，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鹤
类经常活动的区域，撒玉米、小麦
等食物，以保证回迀候鸟的食物
补给。

黑龙江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谷彦

昌表示，接下来保护区将对重点
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加大巡护和
监测力度，严禁人员进入鹤类繁
殖区；利用红外相机、远程监控、卫
星跟踪器等先进设备对鹤类采食
地、繁殖地进行有效监测；对加戴
跟踪器放飞的救助鹤进行实时监
测，掌握其行为动态及活动规律。

据介绍，白头鹤是世界现存
15 种 鹤 类 中 的 濒 危 鹤 类 之 一 。
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发现最早的白头鹤繁殖地和
种群集中分布区，每年 3 月末 4 月
初来此栖息繁衍。经过 20 多年
的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
改 善 ，白 头 鹤 种 群 达 到 140 至
180只。

本报讯 新疆各地近日坚持
防疫工作和人居环境改善两手
抓，科学防控疫情，积极主动作
为，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掀起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在不断
提升乡村颜值的同时，做到了便
民、惠民、利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
乌赞镇阔列迭能阔切村村民李艳
丽说：“村上的干部经常来给我们
宣传，要求做好防疫工作，搞好环
境卫生。”通过村干部的宣传引
导，现在村民每天都会主动打扫
庭院卫生，定时对牲畜棚圈消毒，
及时清倒巷道口和房前屋后的垃
圾。从主路沿线到背街小巷，现
在的阔列迭能阔切村干净整洁，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通过对环境卫生进行大整
治、大消杀，老百姓的防疫意识得
到了进一步增强。”阔列迭能阔切
村党支部书记王童说。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
县乌拉斯台农场 8 连，68 岁的党
员吐地·热西提在自己屋内扫地、
擦桌子、清扫院落，并进行室内消
毒。“村里开展环境综合治理行
动，我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家里干
净整洁了，病毒细菌就不会上门
了，也算是为县里的疫情防控工
作尽了一份力，我感觉很光荣。”

小环境连着大疫情。这些举
措不仅增强了牧民的环境卫生意
识，为疫情防控消除了隐患，也为
他们以健康的身体接羔育幼奠定
了基础。 陈奕皓

◆新华社记者王金涛、周文冲

群山环抱，一池湖水如硕大的蓝
宝石镶嵌其间，湖中巨石嶙峋、形态
各异，宛若仙境。这里曾是重庆东南
地区开发最早、名气最大的风景区，
如今却几乎不见一个游客。

近两年，小南海景区不知不觉地
在旅游市场上“消
失”了。

160 多 年 前 ，
一场地震震断高
山上的两座山峰，
巨石飞落截断溪
流，形成了融山、
水、石、岛、峡等风
光为一体的堰塞
湖，这就是重庆市
黔 江 区 的 小 南
海。借助自然禀
赋，小南海先后获
得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国家地质公
园等多个旅游“金
字招牌”，2017 年
景区门票、船票收
入达 1300 万元。

但 小 南 海 发
展旅游存在先天
不 足 ：作 为 市 级
自然保护区和黔
江 25 万 人 共 享
的 饮 用 水 源 地 ，
其对旅游开发带
来的生态破坏极
其敏感。黔江区
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 骆 相 飞 说 ，多
年 来 ，尽 管 小 南
海加强了生态保护，设置了水库隔
离 网 ，取 缔 了 规 模 养 殖 ，但 农 村 面
源污染、生活污水乱排等生态环境
问 题 仍 时 有 发 生 。 尤 其 是 湖 面 上
的游船和周边农家乐带来的污染，
逼近了小南海的生态承载力极限，
威 胁 到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的 水 质 。
2018 年下半年，黔江区决策层最终
下定决心，旅游发展为生态保护让
路，忍痛关闭小南海。

记者在小南海上游的新建村看
到，一个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即将投
用。小南海镇党委书记庞国军说，这
个镇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力度，新建了

3 个污水处理厂和 30 公里污水管网，
全面改造湖区农户厕所，实行垃圾收
运全覆盖，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 范 围 内 开 展 禁 钓 、禁 养（规 模 养
殖）、禁排（污水）等行动，确保小南海
的一湖清水得到最严格的保护。

可景区“消失”的代价并不小，不
仅门票、船票收入变成了零，而且湖

周农家乐损失严重，
收 入 减 少 了 近
90% 。 过 去 吃 旅 游
饭 的 原 住 民 怎 么
办？黔江区决策层
认为，小南海镇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出路还是发展旅
游业，这就需要积极
破解保护与发展的
矛盾。

于是，黔江区一
方面严格保护自然
资源，另一方面在小
南海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之外发展“十三
寨”景区。在“十三
寨”，农民们自己表
演土家族歌舞，自己
经营各类山货土产，
一家家具有土家族
风情的民宿纷纷开
起来，那些擅长经营
农家乐的农户又找
到了用武之地，会经
营的，一年挣二三十
万元不成问题。

针 对 一 些 因 生
态保护限制不能继
续经营农家乐的原
住民，当地政府尝试

引导其发展中药材等生态产业，并开
设扶贫车间，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
位。塘莲洞村委会主任李绍才说，今
年全村新种植了 120 余亩丹参，年底
就会有收益。在新建村老街的一间
手工纺织扶贫车间内，村民们正在赶
制一批工作服。生产主管谭培峰介
绍，扶贫车间共有 28 个工人，平均每
月有 1800 元至 3000 元左右的收入。

如今，小南海的水越来越干净
了。黔江也正在编制小南海自然保
护地总体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发展项
目，力求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实现高质
量发展。

旅游业加快复工,公众出行意愿高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
策，推进复工复产，旅游行业也不例外。为了迎接
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许多省份纷纷出台政策，
鼓励群众假期出游，促进消费恢复。

比如，四川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意见，鼓励公
众通过带薪休假方式与“五一”劳动节、端午节等
小 长 假 连 休 ，打 造 新 的 黄 金 周 ；云 南 省 则 规 定 ，
省 内 实 行 政 府 指 导 价 的 4A 级 以 上 景 区 ，2020 年
门 票 价 格 一 律 优 惠 50%；陕 西 则 出 台 预 案 ，希 望
通过先室外、后室内，先自然山水、后历史人文，
先返程周边、后远程出境的原则，有序恢复旅游
市场。最新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已有序
恢 复 开 放 等 级 旅 游 景 区 73 家 ，等 级 旅 游 景 区 开
放率达 30.7%。

面对难得的假期，公众也摩拳擦掌。“好想出门
透透气”“好久没出去撒欢了”……还未开学的大二
学生李畅除了在家上网课，基本没出过家门。他告

诉记者：“闷了这么久，我最期待的就是‘五一’能和
家人出门踏踏青，享受一下阳光。”

旅游行业对“五一”假期可能出现的旅游消费
爆发式增长充满期待。实际上，今年清明节期间的
数据，就充分证明了旅游消费的巨大潜力。美团研
究院发布的一项旅游消费数据报告显示，清明节当
天，全国旅游景区复工率创新高，恢复到正常水平
的 65.8%，环比前一周上升幅度高达 21.5 个百分点，
是疫情爆发以来周环比上升最快的时期。

可以预见，“五一”小长假旅游消费的数据表现
将会更加亮眼。

保证安全是前提，国内游成共识

一方面是高涨的出游意愿，另一方面是依然严
峻的疫情形势，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享受美
好假期，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兰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下国内疫情渐
渐好转，但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大家可以适当地到
人员没那么集聚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疫
情形势下，在中国旅游还是最安全的。”

美团研究院的数据报告也显示，综合各种因
素，公众选择国内旅游尤其是周边游、郊外游成为
基本共识。目前本地游、本省游火爆，同城订单上
涨趋势加快，且出游人群以年轻人为主，“安心住”

“安心玩”更受青睐。
数据也显示，在出游目的地的选择中，自然风

光景点最受人们欢迎，其次是动植物园和城市公
园。在出行方式上，很多人选择了自驾为主，高铁
紧随其后。

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各种风险吗？对此，上海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建议，“五一”假期出去玩，要
戴着口罩在室外活动。旅游场所中，人员密集的餐
厅风险系数高，“大家可以自带干粮春游，或者一家
人买好了放在宾馆里自己吃，这样就会大幅降低拥

挤带来的传播风险。”

景区加强预约管理，全面提升服务

清明假期黄山游客爆满的新闻，至今仍让很多
游客心有余悸，景区人流聚集，防范形同虚设。然
而，让游客为难的是，很多时候，出行前不了解景区
情况，到了现场才发现进退两难。

为了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让游客玩得
更安心，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不久前联
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
开放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
区只开放室外区域，室内场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
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

《通知》还要求，旅游景区要建立完善预约制
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
旅游，严格限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数量，做好游客
信息登记工作。

也就是说，“五一”期间，如果公众有出行意愿，
提前预约、扫码购票将是进入景区的标配。记者查
阅发现，在苏州市同里古镇景区，工作人员将在距
离景区入口约 200 米外的路口处检查游客的健康
码；北京市玉渊潭公园不再现场售票，游客需提前 1
天以上在网上预约购票，刷身份证入园。其他各地
各景区的管理，也基本延续了室内区域和空间相对
狭小的景区保持关闭，已关闭的展室、游艺项目继
续保持关停状态的规定。

除了限流，景区还通过智慧化管理提供无接触
式服务。比如，北京古北水镇提升了景区信息化智
能系统，公众可通过无接触式服务完成在线支付、
扫码入园、语音导游等活动，游得安心、放心。山西
云冈石窟在景区讲解时，则采用自助语音讲解方
式，公众乘坐电瓶车也必须隔位就座。

此外，各大景区还采取了对工作人员进行防疫
安全服务培训、对景区公共区域定时消毒等一系列
措施，全面升级服务水平，全面加强疫情防范，增加
公众出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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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将为生态管理决策及质量改善提供技术支撑

黑龙江大沾河湿地迎候鸟回归
将对重点区域封闭管理，加强巡护和监测

“小环境”连着“大疫情”
新疆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陕西省汉中市地处秦岭、巴山腹地，被誉为“西北小江南”。近年来，汉中市以“三生融合”
发展理念为引领，将山水自然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图为汉中市略阳县药木院盛开的油菜花，与镶嵌其间的麦苗及青山绿水相互掩
映，构成汉中盆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唐志勇摄

本报讯 中国古生物学会近
日在南京发布 2019 年度中国古
生物学十大进展，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研究成果“世界首例大熊
猫古基因组”成果入选。

研 究 从 发 现 于 云 南 腾 冲 约
5000 年前大熊猫亚化石中，运用
古 DNA 实验方法和新一代测序
技术得到了全新世大熊猫古基因
组信息。对该基因组的分析结果
显示，该个体属于大熊猫已绝灭
遗传谱系，与现生大熊猫的祖先
种群存在基因交流。

由此说明，在大熊猫物种演
化过程中，伴随着其栖息地的退
缩，其遗传多样性也有所丧失；通

过与现生大熊猫祖先种群的基因
交流，云南腾冲的古代大熊猫绝
灭谱系，部分基因得以在现生大
熊猫基因库中幸存。该论文成果
提供的古代大熊猫实时分子数
据，对于研究现代大熊猫的起源、
演化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 度 中 国 古 生 物 学 十
大进展，代表了中国古生物学的
最新研究方向，展现了地质历史
时期的古动物、古植物、古人类等
生命演化历程。“世界首例大熊猫
古基因组”，实现了古生物学与现
代分子生物学的交叉融合，是我
国分子古生物学领域 2019 年度
重要代表性成果之一。陈华文

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发布
地大“世界首例大熊猫古基因组”入选

新鲜速递

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挡了很多人出行的脚
步，很多旅游计划一推再推甚至取消。

然而，公众的旅游心愿仍在。中国旅游研究院、携
程旅游前段时间发布的“2020疫情后旅游大数据
调研”显示，有超过八成的人在关注着旅游信息，
公众上半年以及全年的旅游意愿都比较高。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向好，即将到来的“五一”
假期因连放5天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在按捺
不住的出游愿望与出门是否安全、如何安全出游
之间，很多人在“天人交战”。

““五一五一””出行出行忙忙 安全安全第一条第一条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