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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沈阳电(记者王

振宏、王莹)辽宁教育部门近
两年来从供给侧精准发力，
推进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
和学科专业优化，并引导高
校积极融入地方产业升级和
创新驱动进程中，全力提升
高校内涵式发展水平，为老
工业基地振兴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效益。

推进高校特色发展

地处辽宁西部的渤海大
学，近年来全面进行专业调
整，停止了国际经济与贸易、
广告学、公共事业管理、电子
商务等 20 余个专业的招生。

“尽管有的专业招生就
业情况还不错，也停招了。”
渤海大学校长杨延东说，“同
类学校都设置的专业，我们
要考虑能不能办出更高水
平，办出特色。如果不能，那
就应该调整。”调整以后，渤
海大学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专
业，在全国排名不断提升。

针对高校有效人才供给
不足的短板，辽宁从“分、调、
融”入手，引导学校实现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分”即分层
分类管理。2016 年底，辽宁
首次将本科高等学校分为农
林医药业类、工业类、现代服
务业类、社会事业类。同时，
根据办学层次水平差异，将
高等学校划分为研究型、研
究应用型、应用型、技术技能
型。

“调”是调专业结构。
2016 年 5 月至今，撤销重复
设置严重、就业率过低的硕
士学位授权点 45 个，限招、
停招、撤销本科专业 176 个，
涉及专业点 407 个。

“融”指深化产教融合。
辽宁目前共组建 54 个校企
产业联盟，吸纳 160 所高中
等学校、2737家(次)企业参
加。联盟成员可就招生就业、
课程开发、学分互认等开展

合作，实现人才供需的精准化对接。

精准服务助振兴

辽宁省教育厅直面振兴发展对人才、科技的迫切需
求，把行业、企业和社会对人才急需的领域和专业，作为
高中等学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引导高校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步伐，精准服务区域振兴。

今年 7 月 2 日，辽宁科技大学与奥克集团联合成立
企业，合作生产辽科大自主研发的聚酰亚胺(CPI)薄膜，
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新增就业 300 人。
“这是辽宁省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一个
缩影。”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唐国华说。

2017 年，全省普通高校共转化科技成果 2799项，其
中在省内转化 1889项。截止到今年 5 月，全省高校省内
转移转化科技成果 600项，比去年同期增长近 10%。

目前，沈阳工业大学立足服务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确定了“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国际合作、军民融合”四大
板块协调发展的科技创新战略，组建了 3 个校地研究院，
10 个校企研究院和两个军民融合研究院，建设人才链、
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服务链相融合的一体化联盟服
务平台。

厚植人才基础 培育创新动力

大连海洋大学构建了“蓝色专业体系”和“蓝色人才
培养模式”，主动将半数以上专业确定为应用型发展专
业。沈阳农业大学 6 年间有 70% 的毕业生投身基层一
线，服务三农效果明显。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注重解决
结构性就业矛盾”等要求，辽宁各高校对教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认识和实践更加丰富。

“大力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人才培
养与社会、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是解决大学生结构性就
业矛盾的重要途径。”沈阳化工大学校长李志义说，近年
来，沈阳化工大学遵循需求导向的培养理念，创新校企协
同化育人、专业家庭化培养、老师个性化指导的育人机
制，构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新体系。

“辽宁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把增强服务
能力作为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厚植人才基础，培育创新动
力，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科研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相脱节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副
校长李天来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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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金海派出所
民警为困难老人杜凤仁（左）送上空调扇，并指导老人
使用。

自 2016 年上海奉贤区举办“东方美谷 、风雨彩
虹——— 圆梦行动在贤城”活动以来，共有近万名干部职
工、爱心人士等参与，累计为市民圆梦 1 . 3 万多个，32 万
余人次从中受益。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圆梦行动”暖人心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8 日电(记者王淮志、
曹霁阳、何山)“虎子、虎子……”听到饲养员清
脆的叫声，躺在林荫下纳凉的东北虎机灵起身，
循声而来，在观光车前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憨
态可掬。

在笼舍走廊里，兽医邱宏坤尽管步履轻盈，
但一只老虎已经目露凶光，低声吼叫。他转身的
一瞬间，老虎腾空而起，怒吼着扑向铁笼栅栏。
“一年前这只虎得病，我给它打过针，它记仇
啊！”老邱略有失落地解释说。

在乖巧与凶猛、呆萌与机警之间，我国人工
饲养繁育的东北虎，演绎着回归山林前的“王者
之风”。

今年是我国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0
年，也是我国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的第 32 个年
头。随着东北林区生态环境恢复和人工繁育保
护东北虎步伐的加快，东北虎野化放归的“王者
归来”已不遥远。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
育中心主任许鲁说：“这正是我们坚守 30 多年
的梦想。”

在 7 月 29 日第 8 个“全球老虎日”前夕，记
者走进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
记录人虎情缘、感知育虎艰辛。

生存———“宁肯人受穷，不让

虎挨饿”

虎，人称“百兽之王”，东北虎体形硕大、凶
猛异常，更显“王者风范”，被列为全球十大濒危
物种之一。

1986 年，当时的黑龙江省对外经贸部门及
下属的土畜产进出口企业，同国家有关部门共
同努力，从国内动物园调入 8只东北虎种虎，在
黑龙江省横道河子镇成立了以异地保护、饲养、
繁育东北虎为主的“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
养繁育中心”。

横道河子，地处黑龙江省海林市，群山环
绕，风景秀美，自然条件适宜东北虎生存，20世
纪 50 年代这里建设了国内较早的野生动物饲
养场，主要饲养貂和貉。

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副经理刘长海说，当
年中心的成立，既有饲养、繁育和保护东北虎的
目的，也有利用虎的经济价值的考虑。但 199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
通知》，禁止犀牛角和虎骨及其产品的一切贸易
活动。

一道禁令改变了中心的原有规划。当时，人
工饲养东北虎的数量达 80 余只，“动不得，养不
起”让中心“骑虎难下”，三年负债 800 多万元。

“日子非常艰难，老虎每天要吃肉，职工也
要生存。但我们宁肯人受穷，不让虎挨饿。”许鲁
回忆说，虎的种群保护下来了，但职工生活“濒
危”了。1996 年前后，职工连续 18 个月没发工
资。有的职工为了生活，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养
些鸡鸭贴补家用。

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兽医兼养虎队队长邱
宏坤说：“那时候只上班不挣钱，没少被老婆埋
怨。但我们想，老虎在，希望就在。”

虎必须养好，人也要吃饭。“我们能不能
走出深山，自己养活自己？”1996 年，中心在哈
尔滨市的松花江北岸成立黑龙江东北虎林
园，开始了“以虎养虎，放虎出山，放虎打工”
的养虎之路，采取半散放模式，让东北虎在模
拟的生态环境中自由生活，开展旅游观光，把
门票收入投入东北虎繁育、科研和保护以及

人员开支。
2011 年，东北虎林园又收购扩建了沈阳怪

坡东北虎园，进一步扩大了规模，最艰难的日子
挺过去了。东北虎数量也从最初的 8只，上升到
去年底的 1300 多只。三地虎园年参观人数达
60 万人次，更有助于唤醒人们关爱东北虎、珍
惜生态环境的意识。

繁育———“比父母养孩子还要难”

从横道河子时期的女饲养员“九朵金花”，
到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年轻“虎爸”们，两代养
虎人接力传承，痴心不改。

当年“九朵金花”之一的孟秀芝已经退休，
知道四五月份是东北虎繁育的大忙时节，儿子
宋志洋已经 3 个月没回家住了。她赶到虎园给
年轻“虎爸”们包了顿饺子，了却挂念。31 岁的
宋志洋说：“我小时候，妈妈总是忙着照顾小虎，
我一放学，先去虎园找我妈，放假更是天天去，
所以我是跟小虎一起长大的。我养虎养得好，因
为我妈是我师傅。”

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部长黄海涛说，32
年前，饲养繁育濒危的东北虎，几乎没有现成的
技术可供学习借鉴。对东北虎习性、成长和繁殖
等的认知，是靠饲养员们与东北虎的朝夕相处，
一点一滴积累、传授下来的。

据饲养员马丽娜回忆，当年，有的母虎第
一次当“妈妈”，不会哺育虎仔，只好人工代养。
喂什么？试过母狗喂奶，虎仔力气小，吸不出奶
水；试过奶粉，虎仔体况下降，营养不良……尝
试了无数次，最终发现羊奶配上维生素、加钙，
最适合虎仔吸收，更重要的是，要和婴儿一样，
吃奶后要轻拍后背和腹部，打嗝排气，避免呛
奶和腹胀。

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部长助理刘令国
说：“养虎人对老虎，就像父母爱孩子，但比父
母养孩子还要难。对幼虎，除喂养外，还要换
尿垫、消毒、量体重、测体温、登记备案、数据

整理分析等，做到 24 小时监测，一坚持就
要 6 个月。”

饲养员李鑫说：“到了饭点儿，它们会像
小孩儿一样闹着要吃奶。”看到饲养员、闻到
奶香，它们会发出“突突”的声音。他说：“这是
友好、开心的意思。”

经历了 1998 年松花江、嫩江流域暴发特
大洪水期间的老虎“搬家”、2003 年抗击“非
典”疫情时的游客锐减和东北虎防疫，到治疗
患病老虎的“虎口拔牙”和“青光眼”手术，再
到数不清次数地给争强好斗的东北虎“分餐”
“拉架”……每一次惊心动魄的过往，在今天
的养虎人心中，都归于平静和坦然。

可喜的是，在人工饲养繁育过程中，一些
东北虎的科研项目取得突破。饲养员与科研
人员配合，在雪后，测量人工饲养东北虎脚印
的宽窄、大小、深浅等数据，借此构建的分析
模型能推算出东北虎的年龄、体重和性别，有
效应用在野生东北虎个体识别中，准确率达
80% 以上。

2016 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猫科动物保
护研究院士工作站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马
建章带领的科研团队，对东北虎的行为性状、
疾病监控、遗传管理、野化放归等项目开展专
项研究。

32 年过去，邱宏坤从一个 18 岁的小伙
子，变成 50 岁的中年大叔，“那时候我还很
年轻，下班坐车，总有人给我让座，觉得很奇
怪。后来才明白，是我天天跟老虎在一起，都
换下了工作服，身上的味儿还是熏得人家坐
不住。”

放归———“那一天，我们都会

流泪”

32 年里，我国人工饲养繁育的东北虎
已到了第四代。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
中心副主任刘丹说：“为避免近亲繁殖，保证

种群的遗传质量尤为关键，而不是数量越多
越好。”

为保障种群质量，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
物饲养繁育中心建立了东北虎谱系数据库、
国家级疫源疫病监测站、计算机管理局域网，
详细地记录着每只东北虎的前世今生，力求
优生优育。每年出生的仔虎，都是在基因检测
基础上繁殖的优秀后代。

在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记
者看到一排多米诺骨牌形状的石碑，倒下的
石碑上刻着“巴厘虎”“爪哇虎”等，代表已经
灭绝的品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姜广顺说，因为一些虎种的灭绝，中
国攻克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的难题值得骄
傲。不仅为东北虎保存了完好的基因库，也为
野外虎研究提供重要条件，为恢复野生东北
虎种群提供了良好基础。

在 2011 年、2015 年，东北虎林园两度
尝试东北虎野外繁殖都取得了成功。刘丹
说，这意味着中国人工饲养的东北虎由人
工繁育向野外生殖转变，在东北虎野化训
练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经过初级野化训练，
人工饲养的东北虎在适应能力、奔跑速度、
捕猎技巧、繁殖能力等方面，都比过去提高
了很多。

尽管如此，距离高级训练目标还有一定
差距。目前，优秀的东北虎亟须进入自然生存
环境中进行锻炼，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
为这个目标提供了可能。

刘丹表示：“野化放归，不是把现在的
这代老虎放到野外就能存活，而是指这代
老虎在野外能够繁殖后代，后代在野外环
境真正能存活下来，那样距离真正的放归
就不远了。”

姜广顺介绍，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我国东
北森林恢复、有蹄动物增加、人为干扰减少，
东北虎数量稳定增加，栖息地质量显著改善。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
群数量有望在 2050 年增加到 100只。

2014 年俄罗斯野化放归的东北虎入境
我国东北，参加了医疗保障工作的东北虎林
园兽医徐海涛说，俄罗斯境内的老虎来到中
国，说明东北林区的生态得到了恢复，能够满
足东北虎野外生存需要。

“但是仅靠野生东北虎的自然扩散来恢
复种群，太过漫长了。”姜广顺表示，可以尝
试通过人工圈养虎加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
恢复。

他透露，科研人员已经开始着手筛选适
宜野外放归的人工饲养繁育的东北虎的个体
指标，“尽管东北虎的野化放归比草食动物难
得多，但有望实现，我们一直在为那一天做准
备。”

“我们也很矛盾，每天跟虎在一起，有感
情了，但更知道，它们是自由的，是属于大自
然的，终究要回到山林里。”黄海涛说，“真正
到了放归的那一天，我们都会流泪。”

说话间，黄海涛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王者归来终可期

▲在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的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一群成年东北虎在等待时机捕
食猎物（ 7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曹霁阳摄

“环保+警察”守护绿水青山
重庆形成公安、环保等多部门联动环保执法大格局

新华社成都 7 月 27 日电(记者胡旭、黄
毅)时值盛夏，四川攀枝花雅砻江和金沙江交
汇处，汹涌的江水在葱茏的山林掩映下滚滚
向前。以花为名的攀枝花市临江而建，被称为
“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也是长江上游流域
重要的生态涵养地。

雅砻江注入金沙江的地方叫三堆子，20
世纪曾是重要的伐木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
砍倒的树顺江漂运出去。”51 岁的张体建曾
是一名“赶漂人”，负责把“漂运”中被阻挡的
木材“赶”回河道中间。

但无节制的砍伐使山上原始森林锐减，
水土流失加剧，包括三堆子在内，江边到处是
光溜溜的山头，乱石成堆。直到 1998 年国家
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少砍树、多栽树，
至今坚持 20 年，荒山又重披绿装。

张体建从“赶漂人”变成“造林人”，现在
又是一名“护林人”。张体建说：“大山养育了
我们，守护大山是我们的责任！”

有人守护青山，也有人让绿水重生。从
三堆子沿雅砻江向上 33 公里，就是著名的
二滩水电站，240 米的高坝形成了宽阔的人
工湖。为库区移民生计，当地曾鼓励搞水产
养殖。

近 20 年的发展，让二滩库区网箱养鱼渔
民增至近千户，网箱数量达 5 万余口，年产鱼
量超 2 . 7 万吨，年产值数亿元。库区村民姜兴
明就投了十几口网箱，一年能挣 10 多万元。

但经济效益背后却是沉重的生态代价。
“用网箱养殖 1 吨鱼造成的污染相当于 20 头

猪的排泄污染。”当地干部说，长期的饲料投
喂及水中的养鱼设施给库区水体造成严重
污染。

这么下去肯定不行，攀枝花市决心壮
士断腕。2014 年 6 月起，在补贴政策支持
下，当地开始逐步取消二滩库区网箱养鱼，
到 2016 年底实现全面拆除。

取消网箱后，二滩库区水质正逐步改
善。“臭味没了，水也清了！”如今在二滩水
库旁开农家乐的姜兴明说，“这一湾清水让
大家吃上了旅游饭，现在正是避暑季节，游
客越来越多。”

实际上，攀枝花的绿色发展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虽然是以花命名的城市，它更以
“百里钢城”为人熟知。作为典型的资源型
城市，2004 年，攀枝花空气质量达标率仅
为 16%，戴上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的黑帽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攀枝
花累计关停“三高”企业 65家，淘汰钢铁煤
炭等落后产能近 600 万吨；空气质量优良
率提升到 9 8 . 4% ；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61 . 7 9% ；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
标……

摆脱环境困扰，攀枝花更有底气做好
绿色文章，阳光康养和现代农业已成为当
地增长最快的产业。为将“花城”做实，攀枝
花着力打造以花街、花道、花园、花海为主
题的“四花”工程。如今，攀枝花到处吐露着
鲜花的芬芳。

绿色产业布局与城市景观设计互动互
融，让市民与游客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的绿色发展
脉络，正让金沙江边攀枝花这座工业城市
逐渐成为闻者向往、居者自豪、来者依恋
的阳光花城。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
长江上游第一城攀枝花绿色发展见闻

中国人工饲养繁育

保 护 东 北 虎 纪 实

新华社重庆 7 月 28 日电(记者陈国洲)
“警察，不要动，蹲下，手抱头！”近
日，在长江支流大宁河重庆巫溪段的几处
非法采砂点， 20 多名非法采砂的犯罪嫌疑
人被警方一举抓获，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
了解到，自 2015 年初重庆环保警察队伍组
建成立以来，公安机关侦破环境资源保护刑
事案件近 3000 起， 2300 余名犯罪嫌疑人因
破坏自然环境被追究刑事责任。“环保警
察”这支公安队伍中最年轻的警种，逐渐担
当起守护绿水青山的司法利剑。

“与传统环保行政执法相比，环保警察
具有刑事执法权，可以通过拘留、刑事打击
给予违法犯罪分子更严厉的处罚和震慑。”
重庆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负责人说，
这大大加强了对环境资源破坏行为的司法打
击力度。

今年 1 月，重庆市长寿区环保局接到群
众投诉，发现大量工业废酸被人直排雨水管
网，流入长寿郊区一条长江支流河道，造成
水体严重污染。环保执法人员现场勘查后却
很难追查不法分子——— 这是典型的偷排工业
废液行为，不法分子往往开着装满废液的罐
车，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通过重庆市构建的公安、环保、水利
等部门组成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联席协
调机制，案件线索被移送重庆环保警察部
门。在重庆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指
导下，长寿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
踪迹，涉嫌偷排工业废酸 50 多吨的某贸易
公司被查， 7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环
境污染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
移送起诉。

重庆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法规处处长王

雪杉说，环保局工作人员只有行政执法权，
在没有设立环保警察之前，去一些排污现场
取证时，个别企业的工作人员关上门就不让
进，并且马上关闭偷排设施或对排放口进行
稀释，采集证据相当困难，阻碍执法、抗拒
执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2017 年 7 月以来，重庆市公安部门
与环保、水利、农委等部门共同构建起环
保案件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工作
联系机制，理顺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
衔接机制。

今年 4 月，重庆市环保警察联合环保部
门一举捣毁江津区一非法进行电镀加工、偷
排电镀废液的黑作坊，5 名犯罪嫌疑人被逮
捕。

“这起案件充分体现出‘环保+警察’
联合办案机制的优势。”参与办案的重庆
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污染环境案件
查处支队副支队长王逊说，这些小黑作坊
非常狡猾，他们将作坊设置在开阔农地，
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之前环保部门几
次突查，只要一靠近就会被发现，作坊里
早就人去屋空。开展联合执法后，环保警
察经过 7 天蹲守，锁定小作坊开始偷排
后，调动警力将其包围，所有犯罪嫌疑人
被一网打尽。

据了解，目前重庆已基本形成公安、环
保、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动的环保执法大
格局，环保警察逐渐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
要司法保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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