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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7 月 29 日电(记者周文冲)代光
群的工作是给峡谷森林里的几千只野猴子送饭。

他一周送一次，坐船去。盛夏，小三峡碧
波清幽，船轻轻靠岸，代光群扛着装满猴粮的
麻袋，一大步跨到岸边的岩石上。他把麻袋一
把倒过来，金黄的玉米粒就在岩石上跳动、铺
开。一长两短三声哨响后，一只只野猕猴从山
上森林里连蹦带跳跑下来，开饭了。

猴子们吃的是当地政府“买单”的玉米。

小三峡所在地重庆市巫山县每年花费一定资
金，为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两岸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野生猕猴补给食物。作为投食员，代
光群每周在 4 个猴粮投放点投送一千斤玉米
粒。

“不打猴子就不错了，怎么还有给猴子
送粮的道理？” 10 多年前第一次让他送猴
粮时，他也想不通。 55 岁的代光群从小就
生活在巫山长江边，他和许多当地百姓一
样，过去迫于生计，曾大面积毁林种地、砍
树烧柴，两岸森林破坏严重，猴群栖息地变
小，野猴数量在 2000 年左右锐减到不足百
只。

野猴的消失给当地旅游带来不小打击。
不少乘船游览小三峡的游客问在景区做保洁
的代光群：“猴子呢，怎么一只都看不
到？”代光群不知道怎么答。他发现猴子少
了，来景区坐船的游客也跟着少了。“这么
好的山和水，我们不能自己砸饭碗。”在景
区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代光群和当地百姓
开始守护小三峡得天独厚的猕猴景致，保护
祖祖辈辈留下的绿水青山。

首先得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让野生猴
群繁衍壮大。当地政府组织居住在不通道路

的峡谷两岸的老百姓逐步搬迁，拆除猴群集
中活动区域的码头，大规模植树造林，严禁
人们上岸和砍树，只有代光群和他的同事在
送猴粮时可以靠岸上山。人退猴进，两岸森
林重新还给了猴群。

猴群栖息地扩大了，山上的果子不够
吃，野猴总去掰老百姓地里的玉米。为了让
人与猴和谐相处，政府一方面投放猴粮，猴
子吃饱了就不去“祸害”玉米地；另一方
面，给当地 100 多户老百姓发放煤炭补贴，
老百姓也不再砍树烧柴。

互不侵扰的协议达成了。老百姓地里的
野猴“小毛贼”，堂而皇之地坐到猴粮投放
点“餐桌”前，享用每周一次的大餐。老百
姓也得到了实惠，不仅保住了玉米，还开起
了农家乐，带游客看猴子。

代光群和猴子也成了好朋友。他说，玉
米是这些小家伙最喜欢的主食，吃一顿能顶
两天饿。平常听到人声就会钻进树林躲起来

的野猴和他很亲近，只要他一吹哨，山上的
猴子就跑下来。“它们认我。有些人学我的
哨声，想逗猴子下山，猴子能听出差别，不
上当。”代光群骄傲地说，这一带的八个猴
王，都听他的哨令。

小三峡森林越来越茂密，野生猕猴也越
来越多。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巫山管理局副
局长陶举斌说，多年保护见到了成效，猕猴
重新成为小三峡的旅游名片，估算小三峡一
带野生猕猴数量已达到 3000 多只，是长江
上游最大的野生猴群之一。

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乘船过三
峡，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
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诗句中的场景
在长江三峡库区巫山小三峡再现，猴子们回
来了。

在唧唧吱吱的猴子叫声中，代光群回到
船上。两岸青山渐渐后退，小船向着另一处
猴粮投放点驶去。

三峡再现“两岸猿声啼不住”
“2000 年以后，我再没到地里

挖过甘草，羊群也没扩大。这些树、
草都来之不易，谁都不能破坏。”站
在库布其沙漠深处的家门口，乌日
更达赖对前来采访沙漠生态保护的
记者说。

51 岁的乌日更达赖，是内蒙古
自治区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
嘎查的牧民。1996 年以来，他不畏
艰辛造林治沙的事迹在当地被广为
传颂。

图古日格嘎查位于库布其沙漠
腹地，过去这里流沙肆虐。乌日更达
赖回忆说，牧场里四五米高的沙丘
一座挨着一座。风沙大的时候，几米
外啥都看不见，刮上一夜，积沙把门
堵得都推不开。

他坦言，当初之所以萌生治沙
的念头，一是不种树实在是活不下
去，二是自己之前的一些做法破坏
了生态，不还这笔“债”，心里不踏实。

库布其沙漠一带出产的甘草远
近闻名。18 岁那年，为了换钱让家
人吃饱肚子，乌日更达赖也加入了
甘草采挖“大军”。

“人们成群结队地挖甘草，牧场
上、沙地里，半米多深的坑随处可
见。几年下来，光秃秃的明沙越来越
多，草越来越少。”

过度放牧进一步加剧了生态恶
化。1989 年，乌日更达赖结婚成家，
夫妻俩分到 80只山羊，这可是一半
家产。眼看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不料
妻子却得了肾病，积蓄很快花光了，
债也越欠越多。

当时山羊绒紧俏，乌日更达赖
心想只要多养些山羊，日子就会好
起来。两三年后，他家的山羊就增加
到了 200 多只。

“危害是我没想到的。”乌日更达
赖说，原本自家的 1万多亩牧场已经
明显沙化，再遭这么多山羊啃食，到
了 1996 年，牧场几乎成了沙窝子。

他告诉记者，在库布其沙漠一带，当时各家的牧场几乎
一个样，一眼望去白花花的，即便在夏季，羊也常吃不饱，一
只只瘦得皮包骨头，有的骆驼也饿死在沙漠里，看得人心
慌。为了防止羊饿死，牧民们只好把一部分羊贱价卖掉。

陷入困境后，乌日更达赖萌生了治沙念头。“可是，哪有
钱买树苗呢？种了树，那么多羊天天啃，又怎么能保得住？”

内心苦苦挣扎之后，1996 年底乌日更达赖做出了一个
让其他人惊讶的决定：把山羊全部卖掉，买树苗治沙。

种杨树、沙柳、羊柴、柠条……抱定治沙信念，他和家人
起早摸黑地忙了起来。当时家里只剩 10 多只绵羊，为了一
家 4 口人的生计，他每年一过栽树的季节就外出打工。
为了赶在沙漠解冻前储备足够的树苗，每年冬天，乌日

更达赖经常开着拖拉机到处采购苗条。1997 年大年三十那
天，在拉苗返回途中，拖拉机坏在了沙窝子里。当时前不靠
村，后不着店，又渴又饿，他只得接拖拉机水箱里的水喝，等
修好车回到家，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在家里一直等着吃饺
子的羊倌气得摔碗摔盆，“你们这家人不过年了？”

由于缺乏治沙经验，起初种十棵苗条只能活两三棵。更
痛苦的是，1998 年春天，连着几场大风，把头一年栽的树苗
连根拔起，看着眼前的景象，想想一年的辛劳几乎化为乌
有，乌日更达赖流下了眼泪。

乌日更达赖说，过去 20 多年里，自己遭受的辛酸和挫
折数不清，但治沙的决心没有动摇过。

不仅苦干，还得巧干！1998 年，他在参加修建库布其第
一条穿沙公路时处处留心和请教，逐渐掌握了打沙障、栽苗
条的方法。随后两年内，他种树近 50 万株，固沙 3000 多亩。

自家的 1 万多亩牧场治理完，乌日更达赖又开始承包
别人的沙地种树，有的地块离家有几十公里远，他和家人早
出晚归，风餐露宿，终于让近 8 万亩沙地重现草木葱茏。

一米多高的羊柴开着红色的小花，一丛丛、一片片地盘
踞在沙地上。杨柳、花棒枝繁叶茂，牧场里郁郁葱葱……

生态改善了，乌日更达赖没有松懈，每年还在补种苗
木，更新树种。

“草多树多，日子才更好过。换成现在的话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谈到生态改善后的新生活，乌日更达赖说。

“乌日更达赖”的汉语意思是“辽阔的海洋”。眼前，沙漠
瀚海在退却，绿色在沙海里蔓延，幸福在心中荡漾。如今，乌
日更达赖家圈养着 60只羊和 50 多头牛，畜牧业收入加上
禁牧、公益林等补贴，一年总收入近 20 万元。

四年前，乌日更达赖花 40 多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去年
又重新装修了房子，家里布置得像城里人一样。“‘债’还清了，
趁着现在还走得动，该享受享受生活啦！”他爽朗地笑着说。

（记者柴海亮、刘诗平、任会斌）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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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些
广为传诵的爱情“金句”皆出于 400 多年
前一位中国戏剧家——— 被誉为“东方莎士
比亚”的汤显祖之手。

400 多年后的今天，“汤显祖热”依
旧“高温”。汤显祖的故乡江西省抚州市
将于今年 9 月 28 日— 10 月底举办 2018
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

本次戏剧交流月由江西省政府、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中国戏剧家协会
支持，抚州市政府、江西省文化厅、江西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江西省戏剧家协会承
办，新华每日电讯社协办。 7 月 28 日上
午，戏剧交流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

今年的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活动丰

富，具有多重“标签”：
彰显“经典范”。交流月期间，抚州将

邀请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柴可夫斯基芭蕾舞
剧院和中国国家京剧院等国内外具有代表性
的各类剧院，展演外国经典剧目和抚州地方
特色戏曲。

突出“国际范”。在交流月开幕式上，
我们将有机会欣赏英国、西班牙、法国、俄
罗斯、加拿大、朝鲜等国以及我国具有浓郁
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节目。此外，抚州还
将邀请驻华使馆文化官员前往考察，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促进抚州与世界戏剧文化的
对话交流。

弘扬“本土范”。采茶戏是江西特色传统
剧种，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月期间，抚州将上演 2018 年全国采茶戏汇演
活动。借此“东风”，江西省第一届非遗大展演

也将于 9 月 28 日— 10 月 7 日在抚州开展展
览展演活动，让非遗神采飞扬。此外，江西省
第三届汤显祖戏曲奖———“小戏小品曲艺”大
展也将于 10 月份在抚州展演。

凸现“群众性”。抚州提出“全民参
与、全民办节”，将组织开展经典吟诵比
赛、戏曲广播操比赛、经典唱段比赛等文化
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

近年来，抚州以打造“中国戏都”为目
标，积极完善室内外剧场及汤显祖纪念馆、
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等与汤显祖戏剧有关的
文化设施，建立汤显祖研究平台，通过创排
汤翁剧作培养地方戏曲传承人，推动汤显祖
文化进教材、戏剧进校园，并与剑桥大学国
王学院合作实施汤翁作品翻译工程，大声唱
响汤翁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王若辰)

唱响汤翁文化品牌，抚州打造“中国戏都”

2018 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将于 9 月在江西抚州启动

“停在小区里的汽车有了新去处，免费停车
泊位多了，停车不再难，生活越来越舒坦
了……”说到最近停车问题的改善，江西省南昌
县丰源淳和社区的居民王阿姨竖起拇指。为持
续深入推进“美丽南昌 幸福家园”环境综合整
治，针对辖区市民停车难的新情况，南昌县八月
湖街道人大工委督促职能部门重点整治规划先
天不足、停车设施缺失等问题。本着集约节约土
地的原则，为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废料”，街道新
建公共停车场占地面积约 10 亩，己划泊位数
500 个。下一步，街道将着手再建停车场，进一
步缓解市民停车难等问题。(杨大军)

南昌：街道人大工委督促

职能部门整治城市痼疾

（上接 1 版）

治水护水 湖光重滟鸟复鸣

今天的银川河清水畅、湖泊增多，然而，“塞
上湖城”曾经一度也面临“湖枯水臭城失色”的
困境。

“举例说，21世纪初，银川城内外 1000 亩
左右的天然湖泊只剩十来个，彼此相隔甚远，水
源枯竭，生态退化。”银川市水务局副局长张国
庆说，由于围湖造田、填湖盖楼、工业污染等因
素，曾经的湖泊群日渐萎缩。

痛定思痛，渐失湖光水色的银川，致力寻找
“失而复得”的途径。2000 年以来，银川以重塑
“塞上湖城”为目标，逐渐探索出一条生态立市、

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建设之路。

过去十多年间，银川坚持生态修复和景观
提升并重，通过连通扩整河湖水系，修复保护湿
地生态，治理“龙须沟”和黑臭水体，提升水系岸
线景观等举措，建设绿色空间相隔、湖泊水系相
通、公园绿地环拥的城市水系。目前，银川水系
水域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 10% ，在西北地
区位居前列。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银川市委书
记姜志刚表示，银川水资源丰富、湖泊湿地较
多，要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要把湖泊、河流、
湿地全部纳入生态红线，面积只能增、不能减，
只能扩、不能缩，只能退、不能占。

事实上，近年来，银川市人大先后出台了
《关于加强鸣翠湖等 31 处湖泊湿地保护的决
定》等 5 个决定，为依法保护水资源和水生态环
境提供制度保障。

湖光重滟鸟复鸣，生态环境的变化连远方
的“客人”也已感知。近几年，从昆明北迁至西伯
利亚的红嘴鸥每年春天如约而至，将银川作为
漫长迁徙路上的中转站。湿地的芦苇荡里，黑
鹳、中华秋沙鸭、白尾海雕、大天鹅等国家Ⅰ级、
Ⅱ级保护动物的身影也越来越多。

共生共荣 以水为镜鉴和谐

从湖泊棋布、鱼跃鸟鸣，到水枯湖干、生态
恶化，再到如今“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银
川在人与水寻和谐、城与湖谋共生中，交出了一
份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分答卷。

“‘塞上湖城’的水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一面镜
子，以水为鉴，映射出的不仅是波光湖影、万家
灯火，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陶克图说，人
水和谐、共生共荣是生态文明的最好体现。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目前，银川国家级、自治区
级、市级湿地公园分别达到 5 处、6 处、8 处，因
水而美的“塞上湖城”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多项荣
誉。目前，作为国内六个候选城市之一，银川正
向“国际湿地城市”这一极具含金量的新目标冲
刺。

进一步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水环境
污染、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城乡水环境治理不均
衡等问题，是银川亟待补齐的短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结合自治区生态
立区战略，银川市委、政府明确提出，实行最严
格的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措施，打好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城清水。

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实现
全覆盖；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年内关闭所有
入黄直排口，确保到年底入黄水质稳定达到Ⅳ
类；实施沟渠田林路湖及庄点的综合整治，让乡
村百姓也能赏湖观景、亲水近水……银川市水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清晰。

以水为镜鉴和谐，随着银川市生态立市战
略的逐步落实，一个“绿色、高端、和谐、宜居”的
银川正渐行渐近，“塞上湖城”的明天将更加绚
丽夺目。

新华社银川 7 月 29 日电

新华社长春 7 月 29 日电(记者赵丹丹)7
月 23 日以来，经长春市公安机关开展侦办
工作，基本查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涉嫌违法犯

罪事实。
7 月 29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 79 条规定，长春新区公安分
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某芳等
18 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
捕。

目前，案件审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长春长生董事长等 18 人被提请批捕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记者赵文君)国
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 29日介绍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海药业)缬沙坦原料药
中检出微量 N-亚硝基二甲胺(NDMA)杂质有

关情况。7 月 6 日，华海药业向国家药监局报
告在用于出口的缬沙坦原料药中检出微量 N-
亚硝基二甲胺(NDMA)杂质的情况，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主动向社会披露了相关信息。华

海药业在检出该杂质后，立即暂停了所有缬
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放行和发货，并启动
了主动召回的措施。截至 7月 23日，华海药
业已完成国内所有原料药召回工作。

浙江华海药业主动召回缬沙坦原料药

新华社长春 7 月 29 日电(记者高楠、
金津秀)7 月 29 日是“全球老虎日”，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了该局成立后
的首个“全球老虎日”活动。

据了解，一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
理局组织开展多期清山清套、打击滥捕乱猎
野生动物专项执法行动，实现了无新增猎套
的目标。

同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通
过专项整治促进了人和虎“两个安
全”，有蹄类等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增

长，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稳定，活动范围不
断扩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进
一步提升。

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孟宪林说：“老虎是大型食肉动物，处
于食物链顶端，对区域动植物种群平衡和维
系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孟宪林认为，保护老虎首先是积极推动
保护栖息地。据统计，近 100 年来，野生老
虎种群骤减 95% ，这与栖息地被破坏、食
物不足、人类进行盗猎与非法贸易等不无关

系。
2017 年 8 月 19 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理局在吉林省长春市成立，标志着第一个
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和国家
公园管理机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中国东北
虎豹保护工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根据 2016 年印度召开的老虎峰会评估
分析，全球野生虎种群数量为 3890只，比
2010 年增加了 21 . 6% ，恢复趋势明显。中
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目前数量也已达到至
少 27只。

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稳定，活动范围扩大

福建宁德福安
市松罗乡柳溪村村民
在村综合服务中心扫
码查询村扶贫资金发
放情况（ 7 月 2 6 日
摄）。

2018 年以来，福
建省宁德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着力打造
“指尖”上的“监督”。

在传统公开栏公开的
基础上，运用“互联网
+”村级权力运行监督
平台，将党务、村务、
财务进行“线上”同步
公开，方便群众及时
掌握村内信息动态，
随时参与监督。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手机扫一扫

村事都知道

新华社拉萨 7 月 28 日电(记者王沁鸥)平均海拔 5000
米以上的中国海拔最高县——— 西藏那曲市双湖县，28 日获
赠一批高原专用制氧设备。这些捐赠设备来自“高原健康保
障”项目。未来，该项目还将依托健康大数据和远程医疗团
队，为高海拔缺氧地区群众建立健康监测和保障体系。

双湖县委副书记胡勇说，双湖县高寒缺氧，生存环境恶
劣，人均寿命不到 60 岁。缺氧环境制约着当地群众的健康
水平改善，大型手术等医疗活动的开展也面临诸多限制。

“高原健康保障”项目以中国医学科学院、西藏大学医
学院等科研机构为支撑，旨在通过“互联网+健康”的服务模
式，对高原地区疾病提供精准分析和解决方案。

中国海拔最高县获赠

高 原 专 用 制 氧 设 备

▲受长时间强降雨影响，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受灾严重，
武警内蒙古总队巴彦淖尔支队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协助转
移群众、家畜。（余璟靓、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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