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种昆虫刷新历史纪录

当下，大多数昆虫以不同虫态进入
越冬状态，与盛发期相比，此时昆虫的

“能见度”差。为了取得更准确的调查数
据，调查人员通过多种方法，如挖树皮、
翻石头、扫网、劈朽木，并结合晚上“灯
诱”来发现并搜集昆虫。

“很多昆虫遇到阳光就活跃，比如蝴
蝶、蜻蜓、叶蝉、蚱蜢等。也有些喜欢在
夜间活动的昆虫，比如螟蛾、灯蛾等。”不
同的光线条件下，出来的昆虫也不同，昆
虫调查组负责人孙长海解释道，“白天发
现的昆虫以膜翅目的蜂类居多，晚上‘灯
诱’则以鳞翅目蛾类为多。”

据了解，本次阶段性调查收获颇丰，
截至目前，昆虫部分完成调查样点 50 余
个，采集到 100 多种样本，鉴定出 50 多
种，根据已有文献记载，其中确认 3 种为
南京新纪录。

根据《中国动物志》等调查资料纪
录，在本次收集的昆虫中，白弧野蚕蛾和
直线野蚕蛾为南京新纪录种。而日本扁
谷蛾目前仅在北京与日本有分布纪录，
本种在南京的发现为江苏新纪录。“有一
些新纪录的发现说明本次调查比往年的
普查更为彻底，对于我们系统维护生态
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孙长海说。

珍稀濒危鸟类的身影越
来越多

鸟类是反映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环评师”。近年
来，在南京人的相册里，从震旦鸦雀到青
头潜鸭，珍稀濒危鸟类的身影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南京陆生脊椎动物多样
性调查共计完成调查样线 30 条，调查到
物种 194 种，其中鸟类记录到 163 种。”陆
生脊椎动物调查组负责人包浩然介绍。

时值冬季，调查组对南京地区秋季
迁徙鸟类和部分冬候鸟开展重点观测调
查。截至目前，共发现了两种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和东方白鹳，均
属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
录中的濒危级（EN）物种。另外还发现
3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实际上，黑脸琵鹭一般在沿海一带
迁徙，对栖息地环境要求非常高，较少出
现在内陆地区。但我们在石臼湖的高淳
段、溧水段分别发现它的身影。”包浩然
告诉记者。

作为本次调查中重要的猛禽观测区
域，六合龙袍湿地可谓是猛禽天堂。仅
六合龙袍省级湿地公园范围内就记录到
9 种猛禽，包括红脚隼（阿穆尔隼）、游
隼、鹗、雀鹰、白腹鹞等，均为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

“因为野生鸟类对于环境的变化非
常敏感，就目前来说，南京发现的鸟类，
整体呈现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占比较高的
特点。”包浩然也坦言，“但目前的实际调
查数据还不足，具体分析仍需积累至少
一年。”

后续，调查组将同步开展中大型兽
类的红外相机调查和小型兽类调查。“特
别是对世界濒危种等重要物种进行重点
调查，了解区域内种群数量、分布动态以
及生态修复情况的基本数据，为全市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效支撑。”南京市
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处负责人介绍。

中华花鳅时隔20多年再
“现身”

“我们发现了中华花鳅，距离上次官
方记载观测到它，已经有 20 多年了，这
让我们非常兴奋。”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
组负责人王备新感慨道。本次南京干流
长江段生物多样性调查共发现了 34 种
鱼类，在长江干流发现中华花鳅，这是自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 ，时 隔 20 年 的“ 再
会”。

听它的名字就知道，中华花鳅是一
种原产于中国的鱼类。它头部扁而小，
吻突出而稍尖，体背侧淡褐色，腹侧为淡
黄色，眼下至上颌处有一斜走的黑色线
纹。身体还有许多黑色斑块，像穿了件

“大花衣”。
中华花鳅喜栖息在水质澄清、缓流

河段底层，早前在江苏苏南、苏北均有分
布，由于水环境污染，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中华花鳅的身影。

随着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长江水
质的不断改善给了鱼类良好的生活空
间，基础鱼类得到恢复，也会给长江生物
链带来生机，从而让很多水生生物都能
有所调整和缓解，很多濒危鱼类也能得
以存活。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记录。”为了
做好本底调查，调查队员们行走在密林
山野，穿行在溪流陡坡，裤子沾满了泥
浆，衣裳早已被汗水浸透，这些都是大自
然对队员们的考验。过程虽艰辛，但每
一 次 的 新 发 现 都 让 他 们 的 眼 中 迸 发
光彩。

“下一步，调查组将扩大调查范围，
力争在两年时间内，尽可能对南京进行
全面调查，用更详尽的调查内容丰富南
京生物多样性‘家底’。”包浩然说。

“希望能有更多第三方力量，共同关
注并参与南京本土生物多样性调查。”南
京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处处长徐天骄表
示，“我们还将成立由媒体代表、民间爱
好者等组成的‘专家’组，共同对全市生
物多样性调查内容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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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平山乡党委
政府，坚持生态优先，构建以农
造景、以景促旅、以旅强农的发
展模式，扎实有效推进槐二村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把槐二村
建设成为具有田园风貌的观光
点，农民增收的致富点，农旅三
产融合的示范点。

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平山乡围绕农
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等方面，高标准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槐二村特
色田园乡村建设日新月异。

对全村 37 条河道进行全
面清洁、疏浚，总整治水面约
117.8 亩，通过清理整治，河道、

沟塘水系连通，岸坡自然、生
态，不透水硬质岸坡适宜；水体
清洁，无黑臭、有害水生植物、
垃圾杂物和漂浮物。

配 备 完 善 的 垃 圾 收 运 设
施，生活垃圾日产日清。设置
43 个垃圾分类收集亭，配齐垃
圾收集容器和垃圾转运车，实
现生活垃圾的分类丢弃、统一
收集、统一转运、统一处理。

因地制宜采取接入市政污
水管网、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集中处理等方式，新建污水
管网约 5500 米，污水收集管网
覆盖所有农户，村庄生活污水
得到有效治理。

卜长洪 丁思聪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近日，江苏省扬
州市平山乡开展了餐饮单位油
烟管控专项治理。

问题导向，环保为民。针
对近期出现居民密集反映餐饮
油烟扰民的情况，平山乡污防
攻坚办对餐饮单位进行突击检
查，切实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加以解决，增强了广大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以生态
环境保护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坚决查
处餐饮单位未安装油烟净化装
置，不规范设置专用烟道的问
题，切实加强餐饮油烟管控等。

上下联动，长效监管。平
山乡污防攻坚办协调景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及平山乡建设和生
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对 餐 饮 单 位 开 展 专 项 联 合 检
查，针对存在的问题现场明确
整改要求、时限，并要求属地社
区网格员加强日常巡查，跟踪
督促问题整改进展。

卜长洪 朱运

坚持生态优先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

以民为先治理餐饮油烟

江苏省扬州平山乡

冬日的大钱港在暖阳下闪着点点金
光。河中，水草摇曳，鱼儿成群游过。岸
边，一条狭长的生态廊道铺陈延展，野鸟休
憩在绿荫之间。

今年以来，浙江省湖州市正式出台“水
韵湖城”行动方案，推进生态精准修复，创
新流域生态治理新模式。

全域推进，构建“1+6”生态
修复体系

在“水韵湖城”行动的推动下，一系列
太湖流域重要的支流汊港陆续完成生态缓
冲带建设，实现生态修复。大钱港（溇港）
区域 1.15 公里王家漾港经过半年生态养
护，河道景观得到重塑，水质明显改善。德
清 15 片小微水体“水下森林”栽种完毕，增
殖 放 流 本 地 鱼 种 ，呈 现 出“草 绿 鱼 跃 ”的
美景。

在安吉梅溪，金山污水处理厂尾水人
工湿地项目接近尾声，并建成两座人工湿
地及生态稳定塘、地下潜式泵站等，同步栽
种 湿 地 植 物 ，构 建 起 完 整 的 湿 地 生 态 系
统。“尾水经湿地系统二次处理，提升水质
后排入西苕溪，日处理规模达到两万吨。”
梅溪镇副镇长阎彬介绍，整个项目除了抽
水泵房外没有一处硬化，有效提升水域环
境容量，也为尾水处置提供“绿色样板”。

“水韵湖城”行动启动至今，以“一区一
城一河”综合提升为重点，鼓励各区县结合
流域特色实施水生态修复项目，构建起包
括吴兴区“十漾连珠”、南浔区“百漾千湖”、
南太湖新区“两河两漾”在内的“1+6”生态

修复体系。
记者从湖州市治水办获悉，目前，首批16

个项目基本实现水环境质量稳定改善，水生
态逐步自然恢复，生态流量保障逐步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和长效运营水平有效提升。

科学规划，实现“水净”“水靓”

近年来，湖州市持续推进“五水共治”
工作，水环境提质成果有目共睹，被生态环
境部确定为全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编制试点城市之一。

然而，水生态系统不够健康、水环境质
量易反弹等短板依旧存在。针对点源减排
在水环境质量提升方面空间有限的情况
下，推进面源拦截治理、实现水生态扩容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当地启动‘水韵湖
城’行动的初衷。

在出台“水韵湖城”行动方案基础上，
湖州市还发布《湖州市河湖水生态系统保
护与修复管理导则》。围绕“2021 年全面
启动，2023 年项目建设初显成效，2025 年
重点工程基本完工”三步走，全面推动六大
类 37个项目实施。

为此，湖州市开展内河水质提升“水
净”行动，通过市政污水管网修复、建立水
产养殖尾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及尾水水质
长效监管机制、建设藻类自动监测站等举
措，力争到 2023 年，实现片区截污纳管率
100%，水产养殖全部高标准建成尾水处理
设施并常态化运营，实现畜禽养殖粪污还
田标准化、规范化。

同时，开展水生态修复“水靓”行动，力
争到 2023 年，初步形成“一湖两港五漾多
脉”的水生态格局；开展水系联通的“水丰”
行动，力争到 2023 年，景观水体透明度达
0.8米。

多方参与，形成协同治理格局

戴上 VR 眼镜，进入水生态感知系统，
水中是否有漂浮物、岸边绿化是否需要修
复，一目了然。在湖州，声波探测仪、无人
机巡查、遥感卫星等“科技法宝”越来越多
地运用于水生态治理。

目前，湖州通过“一张河湖总图、一个
数据中心、两个管理平台、一套服务体系”
的构想，建成一个集指挥作战、信息展示、

管理考核、公众参与等内容于一体的信息
化管理系统，并按照全市数字化改革工作
要求，针对地表水现状，着力于形成水环境
数据全面汇聚、水质智能分析、水污染全过
程闭环管控的新局面，构造区域内的问题
矢量地图，深入推进管理智慧化转型升级，
实现智慧河道、智慧管网、智慧水利、智慧
监控等环节的数字赋能。

这 也 让“ 水 韵 湖 城 ”行 动 关 注 到“ 社
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修复，吸
引了更多力量参与到生态协同治理中。

在吴兴区“水韵湖城”太湖流域湖溇河
漾水生态系统项目开工当天，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共有 9 个长三角地区
生态环保类重大项目也集中开工，多数项
目涉及太湖流域治理。“项目集中开工，是
多地合力保护太湖流域水环境的重要合
作 ，也 是 共 建 绿 色 美 丽 长 三 角 的 关 键 一
步。”湖州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湖州市还构建多元化的督查格
局，特别是针对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水环
境质量稳定达标等专项行动，定期开展常
态化督查，确保“利剑”精准直击，让水生态
系统修复的效果有保障。

南京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让人欣喜连连南京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让人欣喜连连

““新朋新朋””来居来居““旧友旧友””归归
◆汪金宁 张健

推进生态修复展现推进生态修复展现““水韵湖城水韵湖城””
◆◆本报通讯员史舒频本报通讯员史舒频钱宗禹钱宗禹 见习记者王雯见习记者王雯

本报记者吕望舒报道 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近日提供的《青海湖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监 测 报 告（2020 年 度）》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 年调查时，
青海湖流域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稳定在
2780 只，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相比增加
了近 5倍。

据了解，保护区2020年度生物多样性监
测工作从 2020 年 3 月持续开展至 2021 年 2
月，系统监测了水鸟、濒危物种的种群数量、
动态分布等，全面调查了普氏原羚栖息地植
被类型、地上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等内容。

《报告》显示，2020年分别于 3月、6月、8
月、12月 4个节点对普氏原羚非繁殖期的前
期、后期，繁殖期的产羔期、交配期开展观测
工作。通过监测还可以看出，普氏原羚的栖
息地面积由 2016 年前的 437.96 平方公里扩
大到 490.39平方公里。

除普氏原羚外，《报告》还显示了青海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2020 年的生物多
样性监测情况，包括水鸟、黑颈鹤的种群数
量（116 只）、种群动态、种群分布及种群结
构；以及青海湖地区主要植被类型分布、地
面生物量、多样性分布。

“监测工作的开展与监测报告的编制，
旨在掌握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对保护区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生态功能评价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信息
宣传科史倩倩表示。

2020 年植被监测结果显示，全区植被
植株营养枝平均高度 11.9 厘米，其中优势
种营养枝平均高度 15.0 厘米，植被总覆盖
度 76%。植被生长的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
态，极有利于保护区的野生动植物以及当
地牲畜生存与发展。

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监测报告发布

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增加近5倍

随着山东省东平县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不断推进，群众爱鸟护鸟意识不断增强，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栖息停留。入冬以来，东平湖面不时有鸟儿飞过，成为冬日里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尹燕军 季英德摄

美丽共建

在南京紫金山下黄马湖大坝发现的黑鸢在南京紫金山下黄马湖大坝发现的黑鸢。。

在江苏省南京市，江边散步能远眺“江豚拜风”；冬季的石臼湖
边，能看到展翅的天鹅。此前还有一条短视频《小水坑的春夏秋冬》
火爆网络，将南京的野生动物展现给全国网友，镜头中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场景也让网友们好奇：南京到底有多少动植物？它们
的生存状态又如何？

为了摸清南京生物多样性“家底”，让动植物更好地“定居”，让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更具系统性、专业性，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将历
时两年，对全市生物多样性进行本底调查。近期，记者从南京陆生
脊椎动物、昆虫和水生生物调查组中获悉，经过连续3个多月的观测
追踪，多个物种的发现打破了南京的历史记录。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定点帮扶和中
国科协科技志愿服务等有关要求，由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主办、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
族自治县承办、河北省环境科学学会协办
的 2021 年绿色科技助力生态振兴培训班
近日开班。

本次培训聚焦绿色科技对生态农业的
助力作用，特设 1 个线上主场和 5 个线下专
场，通过外部专家线上授课及当地科技志
愿者组织线下学习讨论、现场参观等形式，
实现技术、技能、知识的传帮带，带动农民
共同富裕。

提前沟通调研，精准对接需求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围场县科协进行
了十余次沟通，并同当地主导产业的龙头
机构联络，开展科技需求调研，此次培训充
分实现了与农民需求的精准对接，因此课
程设置十分具有针对性。

调研发现，因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近
些年，围场和隆化两县普遍发展食用菌栽
培、肉牛养殖产业，以及特色自主产业。

“我们提前将了解到的问题反馈给专
家，以便在讲课过程中予以针对性解答。”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工作人员介绍说。

企业反映的肉牛养殖过程中牛犊腹
泻、肺疫等常见疾病问题，食用菌养殖中菌
种稳定驯化、苞芽管理等技术难题，精准地
击中了农民的核心需求。围场郭家湾博稷
源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村党支部书
记杨国生说，此次培训解决了他的一大难
题。他从事北苍术栽培多年，由于育苗技
术掌握不好，出苗率低、效益低，但总是找
不到原因。“今天专家直接展示操作要领，
消除了我的心病。”杨国生说。

此外，此次培训还特意增加了菌渣再
利用、兽用医疗废物处置等内容，引导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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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招募农民志愿者，深
化科技帮扶“传帮带”

据了解，参与此次培训的人
员，既有来自镇、村、组三级的基
层干部，还有合作社成员、普通村
民等，总人数超过六百人。其中，
技术带头人（含科技特派员，与基
层干部有交叉）大约占 5.3%。

与以往培训不同的是，今年
主办方首次动员农民合作社成员
加入科技志愿者队伍，对象主要
是合作社中的技术带头人。通过
充分发挥“土专家”“二传手”的示
范带动作用，打造和深化科技帮
扶“传帮带”。

老 乔 食 用 菌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乔 玉 龙 是 其 中 一 员 。
多年来，乔玉龙不仅自己种植人
参、蘑菇、木耳，还带领群众共同
致富。

为了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合
理安排生产，培训时，他向专家提
出了“食用菌的发展前景和市场
预期如何？”的问题，国家食用菌
产业技术体系首任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研究员张金霞的回答，让
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张金霞教
授说：“中国人的饮食丰富，对蘑
菇、平菇等食用菌的需求很大，市
场前景非常好。”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 围 场 绿 色 科 技 志 愿
服务队”，学会表示，将从全县科
技特派员、龙头（合作社）企业技
术骨干、围场县走出去的大学生
以及生态环境部系统等领域，招
募科技志愿者，组织专家指导编
制北方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规
程并进行宣贯，帮助提高行业的
核 心 竞 争 力 ，助 力 围 场 县 生 态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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