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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间隔一周均有物种新发现

发现脆蛇蜥的工作人员欣喜地说：“当时我们看到它
时，乍一看似乎和蛇长得一模一样，一边爬行一边吐着舌
头。但仔细一看，小家伙竟然还会对着镜头眨眼睛，甚是
可爱，这也是脆蛇蜥和蛇不同的一个重要佐证。”

采集到活体不容易，缙云山保护区管理局立即联系
两栖动物相关专家，一起来到西南大学医院进行鉴定。
通过 X 光扫描以后，几个人对这条脆蛇蜥的脊椎进行仔
细研究，最终确定为“哈氏脆蛇蜥”，属于《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里的二级保护动物。

这一新发现意味着什么？重庆市动物学会理事、两
栖爬行动物专家罗键说：“与 7 年前拍到的雌性亚成体
不 同 ，这 次 拍 到 的 是 一 条 雄 性 成 体 ，说 明 这 个 物 种 在
缙云山有非常稳定的种群。”随后，缙云山国家级自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工 作 人 员 在 脆 蛇 蜥 栖 息 地 附 近 将 其 放
生。

无独有偶，就在发现“哈氏脆蛇蜥”的前一周，西南大
学研究团队还在缙云山发现了两个蜘蛛新种，这标志着，
地球上又有两个全新的物种被发现并记载。

从 2007 年开始，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志升的研究团队就开始在缙云山上收集蜘蛛标
本。而两个蜘蛛新种最早于 2010 年被发现，其后经过 10
余年的分类、考察、鉴定等工作，最终确定其为全新物
种。新发现的两种蜘蛛被命名为：缙云三窝蛛和九齿三
窝蛛。

张志升介绍：“这个蜘蛛大小只有两毫米，因为采集
于缙云山，所以我们就把它命名为缙云三窝蛛，活体的时
候它的颜色更深一些，带点黄褐色，还有一定的金属光
泽。”有趣的是，这种蜘蛛腹板和背板中间有一个缝隙，就
像穿旗袍的人，所以也管它叫做“穿旗袍”的蜘蛛。“这次
发现的九齿三窝蛛，它的外形和缙云三窝蛛一样，只是结
构上有细微差别。”

“一个物种得以形成必然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演化，这
两个物种的发现，说明缙云山的生态环境在百万年间没
有经过太大的变化，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让物种能够生存和繁衍，这对于今后的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张志升说。

四级林长守护缙云生态

走进 5 月的缙云山，仿佛进入童话世界。初夏的清
晨，一阵细雨倾洒，劈里啪啦落在缙云山的竹林间。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7600 公顷，核心区
1235 公顷，是地球同纬度保存较为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生态系统之一。这里有 2407 种植物和 51 种国家级
保护珍稀植物，是重庆地区宝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库。
缙云山风景名胜区还有着巴渝十二景之一的“缙岭云霞”
的美誉，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缙云山森林覆盖率达 96.6%，有丰富多样且颇具代
表性的生态系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亚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的天然本底，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
态综合体物种基因库。

不过，缙云山位处中国特大城市中罕有的“三区叠
加”之地：作为风景名胜区，缙云山风景区在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之外，山下又是繁华的重庆主城区。“三区叠加”
既凸显出缙云山保护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又增加了
保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莫乱扔垃圾，莫野外用火。”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缙
云村的林业队长李星华拿着小喇叭，一边走，一边巡回宣
讲。“五一”假期，他带头巡山劝导游客，“缙云山是重庆
的‘绿肺’，我们要一起好好保护。”

据介绍，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共有动物
1071 种，其中，爬行动物 21 种，列入国家一级、二级保护
动物名录的珍稀动物有 13 种。脆蛇蜥和两种蜘蛛新种
的发现，丰富了保护区动植物名录，也让人们看到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意义。

为探索缙云山山脉生态保护长效管理机制，重庆市
在缙云山建立了市、区、镇街、村居委“四级林长”制，共有
林长 261 人，其中仅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就有
各级林长 196 人，实现了“山林有人管、事情有人做、责任
有人担”。

龙江是缙云山景区的一名护林员，也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动植物专家”。作为本地人，他还想为家乡做点事，
于是决定依托缙云山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开
展自然教育。每到周末，龙江就会组织游客观植物、辨昆
虫，探究缙云山生物多样性的奥秘，引导游客亲近自然、
爱护自然。

2018 年以来，重庆市北碚区启动环境综合整治，为
缙云山生态保驾护航。

北碚区缙云山整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综合整治
中，北碚区坚持保护自然、保障民生方针，将保护区核心
区、缓冲区群众全部纳入生态搬迁范围，统筹做好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工作，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后顾之
忧；引导农家乐提档升级、规范经营，积极发展缙云山甜
茶等特色产业，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努力实现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如今的缙云山，从过去的棋牌娱乐、休闲避暑演变成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教 育
的 天 然 大 课 堂 。“ 缙 云
山森林覆盖率高，植被
丰富，又靠近重庆的中
心城区，所以它的生物
多 样 性 的 确 值 得 人 们
关注，我们预计在未来
的两三年里，对重庆缙
云 山 展 开 一 个 相 对 全
面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本 底
调查，期待有更多的新
物 种 能 被 发 现 。”张 志
升说。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扬温
州报道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近
日举办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及生物技术国际高峰
论坛，本次论坛是 2021 世界青年
科学家峰会的首场活动。

“我们要研究自然生物多样
性的发展、变化过程，也要研究人
类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卢耀如在会议上发言表示，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需要生物学、地质

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共同努
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生物多
样性的发展规律，让世界变得更
加美好。

据了解，本次高峰论坛设有
四个分论坛，包括“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安全问题及解决方法”“生物
技术与生物科学”“国际湿地城市
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聚焦
生态保护、生物医药、生物安全等
问题，探讨如何利用先进科技成
果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的愿景。

美丽共建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启幕

各学科需共同助力物种保护

图片新闻

在云南省国际茶日系列活动
现场，一项项数据“新鲜出炉”：
2020 年，云南省茶业综合产值突
破千亿元大关，达 1001.4 亿元，同
比上年增长 7%，较“十二五”末增
加 378.3 亿 元 ，增 幅 为 60.7%；茶
农 人 均 茶 产 业 收 入 达 4050 元 ，

“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 9.3%。
活动期间，云南省有关部门

还发布了《2020 年云茶产业绿色
发展公报》，公告绿色有机等奖补
获奖企业名单，共有 202 个主体
获得由省级直接兑付的 1.05 亿元
奖补资金。

据了解，茶日活动以“绿色云
茶·天下普洱”为主题，重点围绕
有机、品质、品牌和生产、消费、健
康等内容展开。云南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谢晖介绍，“十三五”期间，
云南省大力推动云茶产业绿色发
展，在扎实推进“一县一业”、不断
夯实产业基地、培育龙头茶企、稳
步提升品牌价值的同时，持续开
展茶产业绿色发展政策支持资金
奖补，不断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加
强科技支撑，努力提升云茶产业
绿色发展含金量。

2020 年，云南省严格按程序
实施茶产业绿色发展政策支持资
金奖补，共有 202 个主体获得奖
补，获得产品认证证书 380 张，涉
及 37 万亩有机茶园、19 万亩绿色
茶园，形成地理标志产品类 27个，
共奖补资金 1.05 亿元。在奖补政
策激励下，云茶绿色发展成效显
著。2020 年，云南茶叶有机认证
面积和产品数居全国第一位。

同 时 ，云 南 省 开 展 古 茶 山
（园）资 源 、数 量 、分 布 、生 长 状
况、权属和管护情况摸底调查，
不断优化古茶山（园）生态环境，
已完成第一批 47 个古茶山周边
村庄试点规划。云南省累计推
广茶园绿色生物防控面积 200 余
万亩。

在“ 对 话 普 洱 茶 ”专 场 活 动
中，谢晖与知名茶文化专家和茶
产业专家围绕云茶产业绿色发
展、政策措施落实、品牌培育等进
行了深度研讨。2018 年-2020 年
云南“十大名茶”获奖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围绕品牌打造、市场开拓、
模式创新等畅所欲言，共商千亿

云茶产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未来。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云南
省将紧紧围绕打造世界一流“绿
色食品品牌”总体要求，加强绿色
生态茶园建设，努力实现云茶产
业综合产值翻番目标。接下来，
云南省将抓好四个方面重点工作
落地落实。

“首先要加快绿色发展，完善
细化奖补措施，提高服务质量水
平，加大以绿色有机认证、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等为重点的政策奖
补力度，推动全省茶产业绿色发
展。”谢晖介绍道，“到 2025 年，全
省茶产业地理标志产品达 30 个，
有机茶园面积达 300 万亩，有机
获证新型经营主体达 700 家、有
机获证产品超过 1500 个，绿色获
证新型经营主体达 300 家、绿色
获证产品达 1000 个。”

在做优产业基地方面，云南
省将加强绿色有机综合技术的示
范推广应用，进一步加强茶园绿
色生态环境建设，山水林地园综
合治理。以实施茶产业“一县一
业”示范创建为重点，把勐海、思
茅、双江打造成全省最具代表性
的绿色茶园示范样板基地。强化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经营模式和“双绑”利益联
结机制，着力在基地绿色化、标准
化 、组 织 化 方 面 发 挥 示 范 带 动
作用。

在加强主体培育方面，做大
扶强新型经营主体，增强经营主
体创新能力；鼓励支持企业使用
绿色能源，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开
发绿色产品，使用绿色包装，倡导
绿色生产和消费。鼓励省级龙头
企业建立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
系，构筑云茶产业质量安全诚信
体系。

此外还将推进普洱茶博物馆
建设，讲好云茶故事，传播普洱茶
文化。谢晖介绍，云南省将通过
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茶事茶艺活
动，打造一批美丽茶乡、特色茶
村、秀美茶园，推出一批古茶名
山、名茶庄园、茶旅观光休闲线
路，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在云南实
现茶业强、茶农富、茶乡美的美好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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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首次采集到濒危物种活体。”记者从重庆缙
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保护区内

首次采集到一条脆蛇蜥活体，并确定为《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保护动物“哈氏脆蛇蜥”。

2014 年 4月，有市民曾在缙云山拍到一张脆蛇蜥的
照片。当时由于线索极少，只能通过照片判断是一条

雌性脆蛇蜥，从这之后再也不见其踪迹。时隔 7
年，2021 年 5月 13日早上，脆蛇蜥再一次出现

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的视线中。

◆夏连琪 刘红

在青海省西宁市纳家山，众多志愿者挥
锹铲土，种树浇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
象。一棵棵树苗迎风挺立，新增的这片“碳
中和林”为纳家山增添了一抹新绿。

作为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
纳家山绿化区是青海省一代代生态环保人
坚持不懈创造的奇迹。如今，这里总面积
2740 多亩，拥有各类苗木近 1000 万株，绿化
覆盖率达 95%以上，曾经荒凉的南北两山变
得绿树成荫，成为西宁的生态屏障。

一代代环保人以山为“家”，
荒山造林创造奇迹

曾经的纳家山，沟壑纵横，岩石裸露，盐
碱泛出。晴天里，尘土滚滚，遇上刮风的日
子，便黄土飞扬。雨天里，浑浊的山洪由此
而下，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1991 年，纳家山被划分为当时的青海省
环保局的承包区，自此一代代环保人在这里
扎根创业，默默奉献，纳家山成了环保人的
又一个“家”。退休老干部周永玲回忆，“我
们以山为家，数十年如一日绿化荒山，将昔
日的‘土山头’，妆扮成今天亮丽的风景线。

看到曾经的荒山如今郁郁葱葱，我感到既骄
傲又光荣。”

在没有路、缺乏水、不通电，仅有架子
车、铁锹和水桶的艰苦条件下，青海省一代
代环保人以山为家，山顶没有房子，他们就
住帐篷，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没有路，就
靠步行和自行车。靠着人力和架子车，把树
苗和水运到山上，数十年如一日地绿化荒
山，决心将纳家山打造成一个生态环境建设
的样板区。

当 年 ，荒 山 造 林 主 要 的 困 难 之 一 是 缺
水，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绿化区投入大量
资金在山底修建泵站，铺设管道，引水上山。

据绿化区负责人杨帆介绍，为了加大水
利灌溉设施建设力度，绿化区铺设地下管道
4080 米，安装喷灌设施 148 套，合计喷灌面积
达 160 亩。在灌溉方式上实现了穴灌、喷灌
和漫灌相结合，有效节约了灌溉成本。为有
效保护泵站安全，绿化区泵站安装了光电感
应水位报警器，实施 24 小时打水，确保绿化
区灌溉工作顺利完成。

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纳家山的绿化
就有了可靠的保障。而每一棵茁壮成长的
树又会悄悄改变着小气候，每一亩森林可比
无林地多蓄水 20立方米。

种下树后，绿化区还实施了裸露山体与
水土流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进行了高原珍稀物种
引种实验和大型花灌木嫁接快速培育技术
实验。杨帆介绍，“河北杨、红柳，沙棘的硬
枝扦插技术以及自繁花灌木种子播种育苗
等试验项目都取得了好效果。”

丰富绿化格局，呵护林木成
长，保护生态系统

现在，用“郁郁葱葱”来形容纳家山一点
也不为过。能在几十年内形成这样规模的
林区绝非易事。

为了让林区的绿化格局层次丰富，品种
多样，纳家山绿化区在育林方式上进行了多
种尝试，针对不同的林分状况和地类条件，
将人工更新、低效林改造、封山育林、中幼林
抚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物种选择上
力求多样，努力打造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相
结合的多层次、多品种的绿化格局。这样，

才形成了今天错落有致，层林尽秀的美景。
每到植树季节，纳家山到处都是热火朝

天的植树造林场面。为了提升林木成活率，
“我们在挖坑、栽植、灌溉和管理上都有一
套严格的标准”，杨帆分享道，“如果你哄了
树 苗 ，那 么 树 苗 就 会 哄 你 。 所 以 打 枝 、打
药、灌溉、除草，一样活也不能漏掉，不能马
虎。”

针对林木病虫害发生的严峻形势，绿化
区还邀请西宁市植物检疫站的技术人员到
绿化区进行指导，掌握林业病虫害发生的规
律，制定了科学的林业病虫害防治方案，全
面遏制了绿化区云山小卷蛾的暴发，有效地
提高了绿化区苗木的保存率。

为做好青海省西宁市南北山生态复合
林建设工作及西宁市南北两山生态治理试
验研究，绿化区从东北引进樟子松树种，进
行低海拔到高海拔，林区土质到贫瘠土质的
引种试验，通过多年的精心抚育，如今樟子
松 已 适 应 当 地 土 质 和 气 候 环 境 ，进 入 生
长期。

“最揪心的事情便是防火。”杨帆指着醒
目的标牌告诉记者。在秋季，纳家山的草长
得很茂盛，到了冬季会变成很大的威胁，需
要将黄草割去。每逢防火高风险时段，守候
在纳家山的环保人就再也闲不住，他们要盯
着每一个风险点。夜深的时候，他们还会提
着手电筒去巡山。

纳家山绿化区管理人员精心呵护着林
木的成长。他们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特征和
生态学特征，注重栽植技术和后期的抚育管
护。提倡让造林技术标准化，从选地、育苗
到整地、灌溉、造林、抚育等森林培育的各方
面，严把质量关。按照绿化操作规范，对苗
木质量、规格、施工程序以及修剪养护等进
行全过程监督。他们还摸索出利用秋季雨
水丰沛的有利时机平整土地，防止水土流失
的有效方法。每年秋季，绿化区提前开始挖
树穴，既为春季造林工作争取了时间，又有
利于苗木的成活与生长。

杨帆介绍，纳家山绿化区在多层次论证
的基础上，已经制定了十年的建设规划，总
体目标是绿化区能够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向生态修复和生态重建的高度迈进，努力成
为青海省环保、科研、宣传、教育的重要平
台，为建设秀丽西宁古城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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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茶业强茶农富茶乡美

云南提升茶产业绿色发展含金量
◆本报记者蒋朝晖

湖北省十堰市全面推行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由河长带领党员
干部、青年团员和群众共同参与，定期开展沿河环境卫生、禁捕禁捞、污
水排放、岸边垃圾清理等日常巡查工作。图为张湾区民间河湖长在犟
河段开展常态化巡河、护河行动。 薛乐生摄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和谐家园

重庆缙云山保护物种基因库重庆缙云山保护物种基因库，，为野生动植物建设美丽家园为野生动植物建设美丽家园

濒危物种新物种接连濒危物种新物种接连““现身现身””
◆◆本报记者张春燕本报记者张春燕 通讯员兰天通讯员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