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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冬天的顶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用暖心的
服务和充实的筹备，让游客爱上了这座冰雪之城。火出
圈的“尔滨”，又引来各种可爱的“哈基米”吸睛：推出“白
狐合影”项目，游客又抱又摸纷纷打卡留念；安排丹顶鹤
和逃学企鹅表演巡街、极地白鲸水下表演……

在游客沉醉于“哈基米”的呆萌形象时，也有很多网
友质疑和关心个别景区推出的与动物亲密互动项目是否
安全，特别是与“白狐合影”项目更是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哈尔滨某景区针对网友的质疑和关心的问题，
作出回应。景区表示：“始终将游客的安全放在首位。并
且合影的白狐都是经过专业驯化的动物，绝不会出现咬
人等攻击行为。在景区内，这些白狐都经过了严格的训
练，以确保它们的行为可控且不会对游客造成任何伤
害。”

同时，景区表示他们配备了专业的饲养员团队，全天
候照顾白狐的饮食起居，确保其身体健康并维持良好的
生活状态。为保障游客的安全，景区采取了多项严格的
安全措施。比如，设置专门围栏区域，确保游客与白狐之
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设置明显警示标识，提醒游客注意安
全并遵守相关规定。景区还提醒每位游客在参与和动物
合影项目时，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尊重动物，保障自身
安全，不要随意触摸动物或做出过激的行为。

但被驯化的白狐，于人类就绝对安全吗？世界动物
保护协会表示，要区别“驯服”和“驯化”。目前，没有任何
研究证据显示，现存的野生动物可以再被驯化，因为动物
能否成功驯化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
程在现代无法复制。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圈养的野生动
物的行为有可能表现出驯服，但不是驯化。人工繁育的
野生动物本质上还是野生动物，其基因跟野生个体没有
显著差别，也没有产生适应人工圈养环境所需的遗传特
性的改变。

“或许你觉得，这些野生动物非常乖巧。它们可抱、

可摸、可合影，没有任何攻击性。然而，温顺的背后可能
是动物长期接受训练的结果，且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会
对游客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建议
公众，在旅游时，要与野生动物保持合理距离，莫让文旅
热“烧”到野生动物身上。

同时，也千万不要认为圈养的野生动物是绝对安全

且不具备攻击性的“小可爱”，近期就有游客爆出被哈尔
滨一景区的白狐抓伤。它们出走半生，归来依然是野生
动物。

反之，于野生动物而言，人类的近距离接触也潜藏着
威胁。因为这有可能增加人畜共患病的风险，野生动物
或因应激反应威胁自身健康，甚至是改变生活习性。

当然，部分媒体和社交平台过度“宣传”与白狐合影
现象，更不应该。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表示，这种宣传方向会误导公众
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正确认知，不具备任何教育意义，还可
能会因为丰厚的收益，促使更多商家效仿。“如果我们不
正确表达对动物的喜爱，可能会使更多的野生动物被圈
养，甚至加剧野外偷猎，这对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和生态
系统平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强调，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娱乐
表演，都违背野生动物的自然天性。这种将动物萌化或
者拟人化的行为，其实是把人的喜好强行加给野生动物，
限制了它们的自由活动，使野生动物失去其在生态系统
中应有的作用。

公众应建立科学理性的认知，喜爱野生动物应该更
多地了解它们，爱护它们的生存环境，而不是盲目追求热
点和潮流，打破了应有的界限和尺度。

本报记者丁波 见习记者杨
露上海报道 由大型环保公益纪
实节目《一路前行》发起的“星火·

《一路前行》探索可持续生活展”，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启幕。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一路前
行》节目前九期内容的回顾，还结
合绘画、装置、影像、自然笔记、导
演手记、互动活动等形式，进一步
激发大众对环保事业的关注。

在揭幕仪式前的媒体群访环
节，《一路前行》节目发起人、环保
行动者胡歌和陈龙分享了自己观
看展览的感受。两人共同呼吁，
希望更多人加入绿色生活的行列
中来。

主创团队以“山水林田湖草

沙是生命共同体”为理念，通过观
看、行走和互动 3 个板块，邀请公
众一起探索环境议题，在展览中
找到相应的可持续生活实践方
案。本次展览的展品采用环保再
生材料制作，策展和布展的过程
也是生态环保理念的体现，这些
幕后故事也会在展览中呈现。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展览
特设了环保长廊，观众可以在这
里探寻普通人一天内每种行为的
环保可能性。环保长廊从衣、食、
住、行多个方面出发，把每个人具
体的行为习惯和环保行为、环保
材料、环保产品对应起来，进行更
环保低碳的行为推荐，促进公众
环保意识向环境友好型转化。

跟着胡歌来看《一路前行》展览

线上到线下，实践可持续生活

悦·活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河北省保定市生态环境
局博野县分局近日在东墟学校开展环保科普进课堂活动。工作人员通
过现场问答互动，带动学生边思考边学习。

图为博野县生态环境宣传小组向学生赠送环保手提袋和纪念章，
鼓励学生从点滴小事做起，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张铭贤通讯员李青

本报讯 走进浙江农林大学
附属小学，放眼望去，室内生态池
改造项目、无土栽培装置、各种自
测器械、学生手工作品……处处
都洋溢着生态科技的气息。

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附属
小学关注学生个性发展，着力培
养新时代创新技术人才，从“育农
林特色，创天目名校”，到创建“零
碳校园”，逐步走出一条“生态科
技教育”之路。

为 更 好 践 行“ 生 态 科 技 ”理
念，学校抢抓“零碳社区”创建契
机，着力建设“零碳校园”，在学校
屋顶上覆盖了 3500 平方米的太
阳能光伏板，在各教室里接入“零
碳”观察仪器，在学校范围内设置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垃圾桶、风力
路灯等节能设备……大厅里还建
有综合各种数据的数字驾驶舱，
自动监测全校每个班级的用电情
况，营造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的

“绿色低碳校园”。
“通过太阳能光伏板等发电

装置，每年可为学校节省电费约
11.6 万元，同时，对每个班级的用
电量进行实时排名，也有助于潜
移默化地增强教师及学生的节能
环保意识，一举两得。”农林大附
小校长盛海宝介绍。

当 前 ，劳 动 教 育 逐 渐 纳 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浙江农林大附
属小学立足“生态”“科技”两个要
素，结合科技劳动教育，开发智慧
农业课程、零碳课程、智能课程三
大课程群，常态化生态池的设计
与应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
丰富多样的生态科技课程，为学
生的特色发展提供沃土。

接下来，浙江农林大学附属
小学将紧紧依托临安区独特而多
样的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科技
教育”特色撬动学校发展，以育人
方式转变点亮学生梦想，在新征
程上精益求精、开拓创新，为学生
特色发展提供沃土，为临安区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周兆木 施恩 徐军

浙江农林大学附属小学创建“零碳校园”

以“生态科技”走特色教育路

秋冬季是长江江豚最佳观赏时节。连
日来，在江苏省南京鼓楼滨江风光带、江北
新区滨江风光带、南京长江大桥和长江三桥
等水域，“微笑精灵”频繁“露脸”，或吐水嬉
戏，或逐浪觅食，为冬日的南京增添了一份
灵动与生机。

过去，老南京人亲切地称它们为“江猪
子”。“江猪子”的频繁出现也唤起了不少南
京人的儿时回忆……为留住长江里的“最美
微笑”，近年来，在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部门指导下，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
护协会在保护区内开展长江江豚群体动态
监测。目前，保护区沿岸共设有新济洲、子
母洲、大胜关桥（长江三桥）、八圩（长江）、鱼
嘴公园（江心洲）、中山码头 6 个长江江豚监
测点，监测人员常年对长江江豚出没、环境
变化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拍摄。

近日，记者走访多个点位，跟随这群长
江江豚守护者，聆听他们与长江江豚的故
事。

今冬第二场雪后，天气放晴，气温仍在零摄氏度徘
徊。

上午 8 点，迎着江面初升的旭日，南京江豚水生生物
保护协会长江江豚监测员杨金明放慢脚步，踏着岸边未
融化的积雪，小心翼翼地来到位于江北新区闻涛广场的
观测点位。

到达视线开阔的平台后，他熟稔地打开手机里的
“江豚家园”软件，一幅“水上地图”跃然眼前。“闻涛广场
是 2023 年刚设置的点位，发现长江江豚后，我会记录它
们的活动时间、数量等信息，并发至群里，和其他点位对
照，在地图上就有可能形成江豚的活动轨迹。”杨金明笑
言，自己刚来时，一天最多能观察到十几头长江江豚，对
此，其他人都不敢相信。

交谈中，杨金明始终保持警觉，目光来回扫视，并在
每一处水域停留两分钟左右，不断搜索“微笑精灵”的身
影。“看！是长江江豚。”10 点 35 分，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守
望，一个黑黝黝、圆溜溜的小脑袋出现在江面。“这是一只
小长江江豚，比较活跃，只要有小的，附近 40 米—50 米左
右的距离必定有大的。”看到熟悉的身影，他难掩激动。

如何在广阔的江面上快速锁定长江江豚？原来，家
住浦口桥林街道西江口渔村的杨金明曾是一位“资深”
渔民，非常了解长江江豚的习性。在他眼里，长江江豚
非常聪明，它们生活的地方就会有鱼。“打渔为小家，护
渔则为大家，虽然现在身份变了，但我与长江的联系始
终紧密。”他说。

放好三脚架、架好相机，调整好角度……早上 8 点，
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志愿者武家敏像往常一样，
骑着电动车来到中山码头的长江滨江风光带，开始了一
天的守候。

从上游到下游，武家敏耐心搜索着长江江豚的踪迹。
“长江江豚在水里，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冒头。”拍得

多了，武家敏总结出一些经验，在没有船只通行的航道
上，如有像云朵一般的波纹从远处开始浮动时，长江江豚
可能就要来了，“出现了第一只，便要仔细留意后面，八成
还有。”

上午 11 时，平静的江面上终于泛起了几道大的波
纹。“它来了！”顺着武家敏相机的方向，一个明亮的光点
闯进了记者的视线，那是阳光下长江江豚光滑的灰色皮
肤反射的光，贴着水面跃出的长江江豚又迅速钻进了水
中，没了踪影。“这两年长江江豚跃起的身影明显增多。”
武家敏笑着告诉记者。

“我的镜头追随长江江豚的快门已经按了 16 年。”
而镜头外的武家敏见证了长江生态的改善和长江江豚
种群的扩大。“曾经由于长江的密集航运、过度采砂、非
法捕捞，电鱼及鱼类资源减少等多种因素，长江江豚的
数量急剧减少，面临着灭绝危机。”武家敏从那时起，就
开始有意识地用相机记录长江江豚，定格它们渐行渐
远的背影。

“每逢周末就往长江大桥与三桥之间的江岸线上跑，
以前长江江豚离岸最近也有 200 米，现在经常能在离岸
10 米左右的地方看到它们。”谈及此，武家敏打开了话匣
子：“2023 年春节的时候更壮观，二十几头哗哗地游到这
里。”以往大桥、夹江甚至秦淮新河入江口等不容易看到
长江江豚的水域，现在也都多次观测到它们。

“现在是上午 10 点 12 分，长江江豚一直在我身后出
现。”戴着眼镜和鸭舌帽，鼻尖冻得通红的姜盟通过视频，
正向网友们热情地介绍与野生长江江豚同框是什么感
受。不少网友评论道：“感觉姜盟老师越来越像长江江豚
了！”

网友之所以这样打趣，是因为姜盟提得最多也最喜
欢的，都与长江江豚有关……

2014 年，为了再看一眼“江猪子”与人类同游一江水
的梦幻景象，南京小伙姜盟四处奔走，发起成立了南京首
个专业从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社会团体——南京江豚
保护协会。“南京是一座特别适合观赏长江江豚的城市，
长江江豚生活栖息地就在城市中心，距离江岸不到几十
米的距离。近距离接触对观者来说非常震撼。”为让更多
人看到长江江豚的生存境况，姜盟决定辞职，全身心投入
长江江豚和水生生物保护的公益事业。

协会自成立以来，坚持每年举办百余场科普公益讲
座和活动，姜盟还带领协会对南京市保护长江江豚和水
生生物献计献策，推动并参与长江南京段全面禁渔禁钓、
长江江豚保护立法等工作，多次在一线参加长江江豚和
其他珍稀水生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并在长江边打造了一
处了解长江江豚及其他长江生物的科普馆……由此，越
来越多人开始知道长江江豚，长江江豚也成为南京的城
市标识之一。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看长江江豚。”为让更多人了解
它进而保护它，姜盟还自创了新媒体栏目《盟哥说江豚》，
通过视频呼吁更多网友和市民加入进来，激发大家对南
京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和热爱。

“快看，那一个又一个圆润的灰黑色身影就是长江江
豚，我来拍一个同框照。”视频中，姜盟和周边的市民们一
同按下相机快门，定格长江里的“微笑精灵”。“你看，绿色
回来了，‘江猪子’回来了，水鸟们回来了，十多年前我梦
想的画面，一点点地回来了。”姜盟说道。

守护生态江岸守护生态江岸，，见证见证““微笑微笑””绽放绽放
◆关欣悦 张健

志愿者武家敏：

长江江豚跃起的身影明显增多

监测员杨金明：

换种身份与长江相处

文旅热不该波及“哈基米”
◆本报见习记者董亚楠

本报讯 广东省近日正式发
布《自然教育径建设指引》和《自
然教育志愿服务规范》两项新标
准，推动自然教育行业的系统化
和规范化发展。据悉，《自然教育
径建设指引》是全国首个自然教
育径建设标准，《自然教育志愿服
务规范》是广东省首个自然教育
志愿者服务标准。

据了解，《自然教育径建设指
引》详细规定了自然教育径的建
设原则、类型、规划、要求和竣工
验收等内容，旨在解决当前自然
教育径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
科学合理的方式提升建设质量和
教育效果。而《自然教育志愿服
务规范》则涵盖了自然教育志愿
服务的管理原则、权利与义务、招
募与选拔、培训与服务、组织与管
理、保障与激励等方面的要求，旨
在提升志愿者服务质量，推动自
然教育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专业
化发展。

作为全国范围内自然教育开
展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广
东省在自然教育领域持续发力，

积累了较多经验，先后印发了全
国首个省级自然教育规划和首个
省级自然教育工作要点，发布了
自 然 教 育 基 地 建 设 4 项 团 体 标
准，并发起成立粤港澳自然教育
联盟、广东省林学会自然教育专
业委员会和广东省自然教育专家
库，助力广东打造专业、规范、高
效、特色的自然教育体系。

如今，广东已成为全国自然
教育示范省，全省建设各具特色
的高品质自然教育基地 8 个，省
级自然教育基地 115 个，自然教
育径 101 条，自然教育工作走在
全国前列。

接下来，广东省将以绿美广
东生态建设为指引，持续完善自
然教育规范，推进各层级自然教
育基地、场所建设，培养打造专业
人才队伍，深挖生态文化底蕴，开
展各类自然教育活动，创新开设
各类特色课程，积极构筑自然教
育产业协同模式，推动自然教育
体系建设，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自
然教育服务。

陈妍凌 林荫

广东发布两项自然教育新标准
未来将持续完善规范推进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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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张琨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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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豚保护协会姜盟：

我与长江江豚的故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