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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丁波上海报道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政府、松江区人民政府近日相继发出通告，将全境域划定为野生动
物禁猎区。

至此，上海共有 5 个全域野生动物禁猎区、1 个区域野生动
物禁猎区。上海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增设野生动物
禁猎区将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切实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恢复和改
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青浦区和松江区分别位于上海西部和西南部，面积分
别为 676 平方公里和 605.64 平方公里，辖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包括多种国家级、市级保护动物。

《通告》规定，禁猎区范围内禁止张网捕鸟等乱捕野生动物的
违法行为。在禁猎期内，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
衍及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活动。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农业生
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猎捕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
申办批准手续。

如违反相关规定，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将根据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民发现任何非法猎捕野生
动物行为，可拨打电话 12345 举报。

目前，上海 5 个全域禁猎区是奉贤区、崇明区、金山区、青浦
区、松江区，1个区域禁猎区是浦东新区南汇东滩。

坚守：“苗木与稻田之间的争夺”

10 多年前，一场“苗木与稻田之间的争夺战”在渔山
的田间地头展开。

当时在市场上，如果种植苗木，土地流转价为每亩
1000 元，而种植水稻，则是每亩 500 元。在水稻产量不高
的情况下，农民自然看中更实惠的前者。因此，周边地区
苗木业的迅猛发展，给传统的水稻种植带来极大“威胁”。

渔山乡不得不探索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道路，也因此
催生了“渔山稻香节”，带动了以周午福为主的渔山农民，
重新开始种粮。

芒种节气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周午福骑着摩托
车在田埂上来回“巡视”着，一刻都不敢松懈。“秧苗刚下
地，现在正是补苗、施肥最佳时节，如果现在做不好，会影
响一年的收成。”59岁的他，依旧干劲十足。

年轻时，周午福是一名泥水匠，他背着批灰刀，辗转
各村，为村民建起漂亮的“小洋楼”。直到 2005 年秋，周午
福决定放下批灰刀，重归稻田，接下父辈们的重担。

后来，他当上了富阳互利粮油专业合作社社长，成为
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我承包的地，一年比一年多，这两
年渐渐稳定下来，总共 530亩。”周午福满意地笑着说。

530 亩水稻田从插秧、施肥到田间管理，工作量可不
小。对此，周午福颇有心得，“插秧迟早影响并不大，关键
是田间管理，比如生根发棵、施肥、除虫、灌溉等。我们这
些稻田，‘喝’的都是渔山溪里的水，无污染、水质好，有利
于提高水稻品质。”他还介绍，合作社每年有 30 万公斤稻
谷卖给国家，自己留 5 万公斤，销路不愁，很好卖，因为我
们种出的是生态型水稻。

“全是托了稻香节的福，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周午
福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种地充满信心。

改变：下山为脱贫，上山能致富

因为稻香节，山下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山上人的生活
也同样滋润。

2013 年开始，傅国年就没机会留在村里欣赏稻香节，
因为他要忙着照看在林峰山上的农家乐。稻香节期间，
他家每天都有二三十桌客人。即使是在平时，每逢周末，
只要天气不错，也有七八桌客人要招待。

墅 溪 村 林 峰 自 然 村 ，海 拔 530 米 ，人 口 近 300 人 。
十 几 年 前 ，山 上 条 件 异 常 艰 苦 ，是 富 阳 唯 一 没 有 开 通
公 路 的 高 山 村 。 为 了 让 林 峰 村 民 脱 贫 、过 上 好 日 子 ，
2004 年 起 ，渔 山 乡 启 动 林 峰 村 整 体 搬 迁 工 程 ，在 山 下
原 三 元 村 毛 山 湾 的 20 亩 土 地 上 ，建 起 林 峰 新 村 ，就 在
千亩粮食生产功能区附近。

2006 年，傅国年带着老婆和孩子搬到林峰新村，开始
新的生活。他干过很多行当，但因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干
些苦活，工资并不高，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六七年。
2012 年，渔山乡开始建设百里生态休闲文化长廊，修

通了到林峰山上的路。当年，稻香节的举办，为林峰山带
来了人气。

有些生意头脑的傅国年，看到了商机。2013 年，他搬
回林峰山上老房子里，一番装修后，开起农家乐，名叫“醉
意林峰”。这几年，他家的生意一直很好，年收入二三十
万元不成问题，日子比在外打工好多了。如今，除了农家
乐，他还有七八亩竹林、15 亩茶叶地等，“靠山吃山”形容
他最合适了。

傅国年说，稻香节让林峰山的名气大了很多，现在来
登山的游客特别多，可以到山上呼吸清新空气，观赏林峰
山美丽的风光，还可以品新茶，挖春笋，吃蒸菜、土鸡、高
山蔬菜等。如今，像傅国年一样，已有不少村民返回林峰
山上做起农家乐生意。

要上林峰山，必须经过山下的墅溪村，而离村口不远
处有一大片新整治出来的荷塘，约有 20 亩，亭台水榭、水
上汀步、景观木栈道等已基本修建完成，整个荷花塘区块
景观工程预计 7月完工。

荷 花 塘 边 核 心 位 置 ，有 一 栋 三 层“ 小 洋 楼 ”，名 叫
“瑶湾农家”，店主周献兴。他说：“荷花塘的‘前身’是
一片杂草地，因地势低洼，只要一下雨，四处的水都会
灌到这里，农作物根本无法生长，而且环境很差，夏天

蚊虫很多。现在花这么大力气整治，对我们办农家乐
非常有好处。”

返乡前，周献兴一直在 外 奔 波 。 为 何 要 返 乡 创 业？
除了叶落归根的想法外，周献兴非常看好渔山的生态
环 境 优 势 和 稻 香 节 的 品 牌 效 益 。“ 现 在 大 家 都 知 道 渔
山依仗优越的生态环境，守住粮田，举办稻香节，名气
很大。如今，春永线正在修建，一旦通车，萧山、滨江、
杭州等地的客人，来渔山游玩、就餐非常方便，以后我
们这里肯定会更好的。”

热爱：小小米制品，做成大文章

稻香节的连续举办，不仅打响了稻米品牌，使米价
从 每 斤 两 元 涨 至 5 元 ，渔 山 乡 还 通 过 举 办 米 制 品 擂 台
赛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大 米 附 加 值 。 周 琴芳就是尝到甜头
的村民之一。

今年的考试季，周琴芳很忙，因为很多学校都会预订
她做的米制品“定胜糕”。

一直以来，酷爱制作各类小吃、米制品的周琴芳，今
年推出了新产品“定胜糕”，上面有“定胜”二字，讨个好彩
头。在 6 月初举行的渔山芒种节气活动上，“定胜糕”一亮
相，就受到杭州学军中学师生的热烈关注，周琴芳立刻就
收到了几十箱的订单。

周琴芳说，“定胜糕”形态小巧好看，有紫色、白色、绿
色、红色等多种颜色，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在渔山良好的
生态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无污染优质大米，纯天然、口感
好，非常受欢迎。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喜爱。现在打电话来
预订的很多，有时要的量太大，我只能推掉，实在来不及
做。前段时间，我已注册了‘稻香情米制品工坊’，以后就
可以批量生产了。”周琴芳怎么也没想到，小小米制品竟
会做成大文章。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渔山
乡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守住了优质土地资源，让“稻香”
飘得更远，让农田产出了更大效益，村民演绎出一个个奔
向小康的美好故事。

渠楠人的“绿色生计”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守住稻香 拥抱希望
富阳渔山乡坚持发挥生态优势，用“稻香节”带火农家乐和生态游

◆周兆木 王小奇 胡筱璐

清晨，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传来，早起觅食
的白鹭被惊飞，村庄的宁静就此打破。骑摩托
的这个人是周午福，渔山的种粮大户。他脚下
的这片土地，就是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渔山乡
的千亩粮食生产功能区。

为了守住这片肥沃的耕地，2012年起，渔山
乡党委政府开始探索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道路，把
粮食增效和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举办“渔山稻香
节”，打造生态品牌，为传统产业发展造势。

如今，每年金秋时节，“渔山稻香节”都会如期
举办，“富春卷首，稻乡渔镇”的名头也日渐响亮。
渔山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对未来也有了更多
期许。

去自家地里干活的张开荣，一路上都很机警，他会左
右查看周围形势，不放过任何可疑人物。自从村里成立
了巡护队，捕鸟和盗挖珍贵树种的破坏性事件越来越少，
而本是护林员的他，也多了个巡护员的新身份。

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楠屯，是一个靠近中越边境的
壮族村寨，也是张开荣的家乡。这里有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景观。宛若盆景的石山上还保留着相对较为完整的石
山季雨林，是白头叶猴、蛤蚧、果子狸、白鹇等许多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

2014 年底，在政府部门与环保 NGO 美境自然的协
助下，这里成为社区保护地，还被授予了“自然保护小区”
的牌子。当地村民与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合作，成功运
营起渠楠社区自然教育基地。

成立“社区保护地”，村民自主管理监督

张开荣和村民的巡护带来了显著的效果。
2015 年，巡护队制止了抓鸟事件 9 起，盗挖珍贵树种

1起。2016 年，制止抓鸟事件 11起。2017 年，制止盗挖树
种 1 起 ，抓 鸟 事 件 5 起 。 2018 年 ，制 止 抓 鸟 事 件 2 起 。
2019 年至今，都未再出现破坏性事件。

村庄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向心力，这与当地传统文化

的影响和家族聚居的形式分不开。
渠楠保留着壮族的传统信仰体系，村民认为，风水林

与村庄的福祉紧密相连，绝对不可砍伐破坏。多年来，风
水林也成为了许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庇护所。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叶猴就生活在这里。
相较于经常糟蹋玉米和甘蔗的猕猴，同样喜欢光顾

屋前房后但性格更温和的白头叶猴，更能博得渠楠人的
好感。这种分布在广西左江与明江之间、面积不到 200
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善于攀岩的物种，非常适应石山
环境，还曾因数量稀少被列为世界上最濒危的 25 种灵长
类之一。

正因其重要，且栖息环境都是村民的集体林，因此，
当地林业部门与保护区一直希望白头叶猴保护能得到村
民的有力支持。这就是建设社区保护地的由来。

与政府自上而下所建立的保护区不同，渠楠社区保
护地的管理与决策，并不依赖专职聘用的管护人员，而是
靠乡规民约及村民的共同监督。

张开荣介绍了随机巡护的情况，“巡护队的人包括村
民自己，在田间地头干活时，一旦看到违反村规民约的行
为，都会及时报给巡护队，由巡护队成员上报屯委解决，
如果涉及违法行为，则由屯委联系保护区和当地林业部
门协助解决。”

5 年过去了，除了坚持巡护，在美境自然的帮助下，
渠楠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规划，包括本底调
查、年度工作计划、日常监督与巡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
用、可持续资金筹措等日常管理内容。而这些工作都由
村民自行开展。

在美境自然会长黎晓亚看来，“所有的外来支持力
量，我们希望落脚在提高村民对家乡的认识和对自我治
理能力的提升上，这样才能帮助村民寻找到促进自然保
护与社区和谐发展的动力。让保护和发展的成果不以项
目为转移，也不以项目结束而结束。”

运营自然教育基地，实现人地生态共赢

在渠楠，另一项凝聚人心的工作，是渠楠自然教育基
地的运营和维护。

基地老师、木棉花组自然导赏员“蝴蝶”和“兰花”，会
带着孩子们打着手电筒细心地观察蜘蛛编织的网，带他
们去看白头叶猴，在路边随手揪下一片树叶，教他们放在
嘴边吹出旋律。

每一期活动，村里的孩子都能免费参与，这让大人和
孩子都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大人们省心省力，孩子们
则更加了解自然、保护自然。

在培训和协助下，村民们也逐渐参与到自然教育课
程设计和活动组织中。

村里逐渐有了儿童青草社、文艺队、木棉花班（自然
导赏员）和生态农业先锋队。除了提供食宿、后勤、交通
等服务外，还参与或独立提供着夜观、自然导赏、自然戏
剧、传统民俗与文化类等不同主题、类型的课程。

黎晓亚介绍，为了接待前来参加自然教育活动的学
生与家庭，村里有 15 户家庭将空房拿出来搞接待，并成
立了接待户联盟，共同制定接待、收费和管理标准。联盟
还将一定比例的收入贡献村集体，用于渠楠的日常公共
事务并接受屯委的监管。

截至 2019 年 10 月，渠楠共接待自然教育（含考察）人

员 1288 人，收入 42.4 万元，其中提留社区的公共保护经
费约 6万元。

自然教育基地的运营让村民的保护意识变得更加
强烈。美境自然的野外监测结果显示，社区保护地内
常 驻 的 白 头 叶 猴 如 今 已 有 53 只 ，石 山 的 森 林也明显
恢复。

村民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展。这几年，村子里接待的
各地访客越来越多，有许多甚至来自国外。许多村民也
开始代表村庄走出去，与其他地区的村庄或社区开展交
流。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村民对社区保护地的身份认同感
与自豪感。

“学习怎么对外介绍家乡，这既实现了对外输出，也
完成了自我教育。”黎晓亚说。

村庄和村民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
黎晓亚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很多人从甘蔗种植转

向柑橘种植。但柑橘种植虫害多，非常依赖农药和化肥
的使用。

包括张开荣在内的几位村民便组成了生态农业先锋
小组，开始尝试在自家果地进行生态转型种植试验，也就
是不用除草剂，少用化肥和农药。

“长势还不错。”张开荣说。他种的是沃柑。据说今
年 4 月刚刚种下的沃柑树苗，这几天又蹿个了。清晨，沃
柑的树叶上湿漉漉的，一派生机盎然之势。“希望挂果的
时候产量也能不错。”张开荣满怀期待。

他对此充满信心。“村里的自然教育做好了，能争取
到更多的外界资源，我的家乡才能越来越好。”张开荣说。

在黎晓亚看来，渠楠村正在带头人的带领下，奔着生
态保护、绿色发展的道路大步前进。

“发展生态农业，寻找绿色生计，未来的渠楠充满着
绿色希望。”黎晓亚说。

上海增设两个全域禁猎区
维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动物生存环境

新鲜速递

图片新闻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不断转变发展方式，引进特色林
果产业发展向戈壁荒滩等非耕地转移，让曾经风沙肆虐的戈壁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高台县已引进多家企业在戈壁滩种
植枸杞，面积达 2.2 万亩。图为高台县黑泉镇十坝戈壁滩上，工人
忙碌采摘成熟的枸杞。 人民图片网供图

上图：村民在生态转型试验地前留影
左图：自然导赏员带领孩子进行自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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