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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种类多样，观赏期持续8个月

如果一个地方生存着大量的萤火虫，那么这里大
概率会有干净清洁的水体和茂密的植被。这是因为萤
火虫是一种环境指示性生物，它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
要求极高，对水污染和光污染尤其敏感。

在邛崃市平乐古镇天台山景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帅
看来，天台山能有丰富的萤火虫资源，与当地优良的生
态环境分不开。

这里森林覆盖率近 95％，生态系 统 类 型 多 样 ，动
植 物 种 类 丰 富 ，有 大 熊 猫 、小 熊 猫 、珙 桐 、红 豆 杉 等
保 护 动 植 物 31 种 ，是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国 家 森 林
公园。

就在不久前，天台山景区工作人员高叔先在景区
肖家湾赏萤基地发现了一种奇特而罕见的萤火虫——
雌光萤，为天台山的萤火虫家族再添新成员。据介绍，
这种萤火虫身体金黄、完全无翅、光滑、呈纺锤型，其体
长约 80mm、体宽约 13mm，全身共 30个发光点。

“实际上，天台山已发现的萤火虫品种达 20 多种，
占全国萤火虫种类的 15%左右，且有很多珍稀种类和近
几年发现的新种。每年除了 2 月以外的其余 11 个月
份，均可发现萤火虫成虫，可以观赏的时间达 8 个月之
久。”王帅介绍道。

在天台山，从海拔 800 米的山脚到海拔 1400 米左
右的正天台，均有萤火虫的分布。各个品种的萤火虫
还会交替出现，一年中出现多个波次的高峰期。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使这成为闻名的
萤火虫观赏地。“这里还有种提法 就 是‘ 萤 飞 蝶 舞 ’和

‘大熊猫、小萤火’，因为天台山还有很多蝴蝶，而且

这 里 也 是 四 川 大 熊 猫 栖 息 地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的 组 成
部分。”王帅告诉记者。

设立保护区，为萤火虫“让道”

“雌光萤属是萤火虫家族中的一个分支，很罕见。
能在天台山发现它们，也证明在景区的持续保护和培
育下，天台山萤火虫的种群保护和数量维护都取得不
错的成绩。”王帅说。

为了全面守护萤火虫的生长环境，天台山景区不
断探索创新。不仅实现了景区内禁喷农药，还考虑到
萤火虫对光敏感，景区的路灯也取缔了很多。

在天台山景区的改造过中，施工方签订了萤火虫
保护责任书，安排工作人员每天巡视，甚至在施工中为
萤火虫“让道”。

此外，邀请台湾萤火虫专家多次到天台山调研，对
景区内住户开展环境保护知识培训，禁止喷洒农药、乱
采乱挖和使用化学品等。

“我们不仅设立萤火虫保护区，还有专人巡查，为
萤火虫投喂蚯蚓和蜗牛等饵料、新建 微 污 处 理 设 施 ，
并积极植树造林，全面改善萤火虫的生存环境。”王
帅说。

天上繁星闪烁，地上流萤飞舞，成为天台山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为了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天台山的萤火
虫资源及其分布，研究其生 物 习 性 ，制 定 科 学 的 保 护
措 施 ，研 究 萤 火 虫 生 态 价 值 转 化 ，当 地 还 成 立 了 天
台山萤火虫研究院。

在今年 5 月刚刚成立的研究院内，一幅幅漂亮的标
本展列其中，萤火虫从幼虫到成虫的整个生命周期也
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从建设天台山萤火虫研究院、萤火虫保护繁育中
心，到成立萤火虫保护团队、建设萤火虫生态观赏区
域、开展以萤火虫为主题的科普知识教育，天台山景区
对萤火虫的保护日渐深入。

延伸产业链，小小萤火虫带火生态游

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不仅诉说着天台山生态环境
质量的优良，还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自然
和谐之美。

在天台山，景区建设了专门的观萤廊道和赏萤平
台，完善保护设施，架设沿线栏杆，守护一片萤光。

在旅游季，天台山的萤火微光音乐会也成为游客
最期待的环节。伴随着夏夜的微风，一首首动听的旋
律令人沉醉。

“我们每年都会推出天台山萤火虫旅游节和微光
音乐会。”王帅介绍说，为全面发展萤火虫生态旅游，景
区还推出萤火虫夜游新场景，通过夜游产品，延长游客
在景区停留时间，拉动景区消费。景区部分商家也推
出了萤火虫酒店、萤火虫客栈、萤火虫文创超市等。一
条围绕着萤火虫的旅游线正逐渐延伸。

据了解，2020 年，景区积极开发萤火虫文创产品，
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景区居民收入也同比增加，直接
拉动消费约 1.2亿元。

天台山萤火虫研究院还将继续参与研发更多产
品，推出形式多样的“萤火虫研学”产品。

“在天台山，我见证了萤火虫的‘生态价值’正逐渐
转变为‘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王帅更加坚定，“我
们要持续构建萤火虫生态资源保护体系，在保护的前
提下发展萤火虫旅游经济。”

天上繁星闪烁
地上流萤飞舞

四川邛崃天台山借力萤火虫四川邛崃天台山借力萤火虫，，生态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
◆本报记者肖琪

吉林省的头道白河是
一条自然生态河流，发源于
长白山天池水系。头道白

河水清见底，河面平缓，岸边青
杨和桦树交错而生，常有各种野
鸭前来觅食嬉戏。

诸多野鸭中，中华秋沙鸭是
这条河流中最难得一见的。它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稀有
鸟类，堪称“鸟类活化石”，是比
扬子鳄还稀少的濒危物种。

它喜欢在青山绿水间安家
落户，但凡它的栖息之地，生态
环境都很好，为此，中华秋沙鸭
又被称为“生态试纸”。

为了保护中华秋沙鸭，长白
山自然保护区在头道白河桥畔，
设立中华秋沙鸭保护监测基地，
并建有 4 座木板小屋，作为科研
人员监测营房。小屋三面留有
监测窗口，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
监测。河岸周边加固了防护铁
丝 网 ，头 道 大 桥 又 加 固 了 防 护
栏。这样，既可减少闲人流转，
还可避开人来人往对中华秋沙
鸭的干扰。

有一年初春时节，冰雪还未
融化，我与朴龙国老师守候在桥
畔。那时，为了摆脱寒意，我们
不 停 地 搓 手 ，不 断 地 跺 脚 。 可
是，中华秋沙鸭一来，我们立刻
站定不动，唯恐惊扰到它们。那
一刻，我似乎冻成了雕塑，只有

眼球伴随鸭子的游动
和飞翔而转动。

提 及 朴 龙 国 老
师 ，他 与 中 华 秋 沙 鸭
一样闻名遐迩。退休
前 ，他 是 长 白 山 科 学
研 究 院 的 动 物 专 家 ，
尽 管 退 休 多 年 ，看 似
没有工作牵绊，可是，
老先生为了保护中华

秋沙鸭却更加忙碌。
中华秋沙鸭在长白山栖息

的 8 月间，河岸便成了老人的第
二个家。

20 世纪后期，大面积森林被
采伐，长白山地区的老龄阔叶树
也未能幸免，适合中华秋沙鸭营
巢的老树所剩无几。而新生长
的次生林木成长还需要时间，没
有足够大的树洞适合中华秋沙
鸭筑巢安家。它们找不到繁殖
的 家 ，也 面 临 缺 少“ 婚 房 ”的 尴
尬，这可愁坏了朴老师。

怎么办呢？朴老师与科学
院几位专家研究这个令人头疼
的现象，几番商讨后，他们决定
给 中 华 秋 沙 鸭 开 发“ 新 楼
盘”——人工巢，这样就可以解
决它们的“婚房”和“产房”的难
题。

说干就干，朴老师带着科研
人员沿着河道迂回踏查。河流
宽度，河水深度，水流速度，河岸
植被，以及河中鱼类资源，一项
项 认 真 记 录 ，还 绘 出 河 道 分 布
图。一路踏查，几番考证，多次
研究，设计了筑建人工巢的详实
方案。

筑巢地点勘察妥当，搭建方
案 重 磅 出 炉 ，最 后 环 节 就 是 安
装。

立春节气，长白山依然白雪
皑皑，头道白河两岸铺满奶油般

的 积 雪 ，积 雪 下 面 却 是 暗 流 涌
动。天气还未转暖，但春的气息
在细微处悄然萌动。为了早日
给中华秋沙鸭筑建新家，专家们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趟着漫过膝
盖的积雪奔波忙碌。

科研人员在岸边青杨树的
主 树 干 挂 起 巢 箱 ，巢 箱 垂 直 地
面，巢箱底部铺垫细枝条，上面
再铺上干树叶，看似简单，却是
鸭宝们温暖的床铺。巢口朝向
河面，避开小乔木和灌木遮挡，
便于鸭子出入；箱下的地面收拾
平坦，没有干枝和杂物，只有这
样，雏鸭跳巢时，才能安全进入
河流。

其实，筑建人工鸟巢不亚于
人类“购置不动产”，条件比较苛
刻 ，细 节 不 能 忽 略 ，更 不 能 马
虎。中华秋沙鸭孵化期最怕天
敌来偷袭，因此，科研人员在悬
挂人工鸟巢时，还将树干围上 1
米以上宽度的铁皮，又加固了铁
皮与树干之间的缝隙，确保万无
一失，起到防御作用。

“育婴房”均匀地悬挂在岸
边的树上，看起来和树巢相似，
却比树巢保暖。在中华秋沙鸭
的世界里，人工巢也是豪华的住
宅 。 当 年 ，就 有 两 只 雌 鸭 入 住

“婚房”，并成功繁殖鸭宝宝。
如今，头道白河中游弋的中

华 秋 沙 鸭 大 多 都 是 人 工 巢 孵
化 。 岁 月 更 迭 ，鸭 子 数 量 逐 年
递 增 ，成 为 长 白 山 的“ 亲 人 ”，
头道白河因中华秋沙鸭落户而
声名远扬，也成为中国生态版图
上一抹绿色。

守护森林资源，呵护河流生
态，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之根。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理念不仅成
为共识，更应成为每一位公众的
责任。

夏夜，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除了天
上的繁星，还有森林与水草间的萤火
虫。

在 四 川 省 成 都 邛 崃 市 天 台 山 景
区，从 4 月开始，草丛里就星星点点飞
舞着各式各样的萤火虫，将这里变成
一个童话般的唯美世界。每到萤火虫
的旺盛期，只见萤光飞舞，犹如“星光
大道”。

拥有“亚洲最大的生态萤火虫观
赏景区”称号、“全球八大萤火虫观赏
地”之一的天台山景区，在不久前获得
四川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2020 四川最受网民喜爱的网红
打卡地”称号。

保护生态环境，划定生态红线，发
展生态旅游，天台山的萤火虫背后，隐
藏着怎样的“绿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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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道 这几天，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百鸟湖景区的东方白鹳一家成为了

“明星”焦点。两只成年东方白鹳连续两年迁徙到这
里“安家落户”，就今年 5 月，它们喜获 5 只宝宝。从
视频监控里可以看到，5 只小家伙活泼可爱，不时将
小脑袋探出巢外，好奇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景区负责人介绍,“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目前全世界仅存约 3000 只，它们对于栖息的环
境十分严格。东方白鹳能在百鸟湖栖息，说明这里
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生态环境检测员”，也是
优美生态环境的代言人。今年以来，黑龙江南瓮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库尔库河区域监测到狼；在大兴
安岭呼中原麝自然保护区，红外线相机拍到原麝、貂

熊、驼鹿、猞猁等多种野生动物；在黑瞎子岛 48 公里
处，菊水岛东侧执勤趸船附近发现了黑熊……

对于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田家龙表示，随着生态系统修复，野生动
物栖息地扩大，使得野生动物活动频率增多，也让濒
危物种基数稳中有升。

而这一点，在近日黑龙江省发布的《2020 年黑
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得到了印证。数据显
示，全省自然保护地 331 个，森林覆盖率为 47.3%，林
木蓄积量为 22.4 亿立方米，草原面积 207 万公顷。
黑龙江省有兽类 88 种，鸟类 390 种，省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15种。

全省水、气、土等环境指标均有所提升。自然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 市 富
阳 区 鹿 山 街 道 汤 家 埠 村 是 个
水 体 众 多 的 古 村 落 ，滨 水 岸
边本是村民休闲娱乐的热闹之
地。可几年前，村里的水塘开
始发臭，人们捏着鼻子绕着走，
爱好太极拳的村 民 也 纷 纷 被

“ 劝 退 ”，跑 去 农 村 文化礼堂
甚至江滨西大道锻炼。如今，
经 过 一 系 列 整 治 ，池 水 变 清
了，堤岸变美了，村里的水塘
人 气 更 旺 了 ，太 极 拳 爱 好 者
们也回来了。

汤家埠村位于富春江畔，
拥有水渠、池塘、田间水塘、水
沟等小微水体 37 处，一度有 17
个 被 淤 泥 堵 塞 ，池 水 常 飘 来
恶臭。

究其原因，之前村里生活
污 水 未 经 纳 管 处 理 就 直 排 池
塘，随之而来的还有生活垃圾
等，沉重的“压力”远超池塘自
身净化能力。

下定决心整治，村党委负
责人介绍，自“美丽富阳”行动
开展以来，汤家埠村党委根据

“五水共治”各项工作要求，统
筹规划、科学治理 ，组 织 发 动
广 大 党 员 群 众 和 志 愿 者 加 入
到 小 微 水 体 治 理 行 动 中 来 ，
形成了“村民看党员，党员看干

部”的良好治水氛围，公众的水
资源保护意识显著提升，各项
治理举措有条不紊地开展，17
个“臭水塘”短时间内实现“大
翻身”。

治水要彻底，找准源头很
关 键 ，而 真 正 的 源 头 在“ 岸
上”。为此，汤家埠村对家家户
户的生活污水进行纳管，统一
输送至污水厂进行处理，严禁
村民私自排污。

同时，还在活水两侧植绿
种花，设置了安全警示牌，搬来
了造型美观的景观石……随着
基础配套设施的陆续完善，目
前，全村已将 9 个池塘建设为
小型水公园，成为村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现在，池面不时会有大鱼
跃起，走近一看，还能发现 不
少小虾米和石斑鱼，灵动又美
丽。”村党委负责人说，“村民在
池塘边打太极之余，还可以观
赏小鱼，这里越来越热闹了。”

下一步，鹿山街道将不断
加强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和日常
长效管理，把汤家埠村的水体
质量纳入村考核内容，让村落
因水而生、缘水而美，重新焕发
昔日光彩。

周兆木 楼凌志吴群 王娟

生态环境改善引来东方白鹳、驼鹿

野生动物为黑龙江生态环境代言

新闻+

“臭水塘”变身“水公园”

太极拳爱好者们回来了

美丽共建

图片新闻

广 东 省 东
莞市观音山国家
森林公园近年来
致力于打造生态
文化名山，在持
续加大生态环保
投入的同时，推
出 创 新 文 旅 项
目，弘扬传统文
化。

肖琪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由生态环境部宣
传教育中心、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共同
主办的 COP15 青年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索活动，日前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拉开序幕。活动旨在
助力 COP15大会，创新青年实践形式，打造青年生物
多样性保护品牌项目，带动广大青年积极行动。

据介绍，COP15 青年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索活动
筛选出 20 名中国青年代表，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干热河谷地区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
山地未来研究中心等地考察，深度调研生态修复现
状，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寻求解决方案，
形成可持续开展的青年实践活动和行动网络。

此次活动得到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科学院、中山大学等相关领域科学家和教授的全程
参与和指导，所有探索课题都以专业研究为依托，聚
焦可持续领域的议题。通过现场教学和青年的探索
实践，助力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
题，形成高质量、高水准的科学实践成果。

据悉，实践成果将以报告和分享会等方式产出，
并对公众展示。同时，以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为主
体，发起青年科学探索行动社会倡议，共同探讨可持
续开展青年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索模式，形成长期实
践成果。本次活动的优秀青年代表将参与 COP15
青年平行活动。

COP15青年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索活动在昆明启动

打造品牌项目 创新青年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