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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3 月 1 日电(记者张惠慧、黄
璐)初春，大连旅顺口区张家村的盐田湿地上，
海上吹来的风渐渐暖起来。在湿地旁，张义伦正
和几位村民将之前用果木枝堆叠成的硕大鸟巢
向一棵树上搬运，在吊车的帮助下，他们伶俐地
爬上爬下用铁丝固定。

张义伦是村里护鸟队的最早成员，他们堆
筑的鸟巢，是为一种叫作东方白鹳的珍稀鸟类
准备的。

大连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谷
国强介绍，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
稀少。每年 9 月末至 10 月初开始离开位于黑龙
江省的繁殖地，成群分批往南迁徙，沿途会选择
适当的地点停歇。“张家村就是它们经常歇脚的
地方，在这里补饲休整一段时间。补饲是指东方
白鹳在迁徙途中食物不够，需要人为给予能量
补充。”

“今年已经是东方白鹳来张家村的第九个
年头了。”张家村党总支书记冷万军说。9 年前
的冬天，冷万军一连好几天都看到一种大鸟从
窗前飞过，还有些受伤落在了村民家里。后来冷

万军和村民在村子内外又先后发现十几只。
“有些腿断了，有些饿得开始吃地上的垃圾，
让人心疼。”

张家村决定救助大鸟。“打电话给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来人确定是东方白鹳。落在咱
们村是福气，更是一种责任。”张家村成立了
护鸟队。救助工作首先从投食补饲开始，村民
们得知东方白鹳喜欢吃鱼虾，拿出了自家留
着过冬吃的鲅鱼，切成一段段。然而面对精心
准备的鲅鱼，东方白鹳却一口不吃，“鲅鱼是
圆的，但白鹳的嘴细尖长，吃不进去”。最后换
来细长形的凤尾鱼，东方白鹳们才得以饱餐。

经过喂食、巡逻保护等救助，飞来的白鹳
大多数都存活下来了，等到来年春天，十几只
健康的白鹳鼓翼飞翔，从张家村上空掠过，继
续迁徙。

令张家村村民没想到的是，这年冬天，更
多的白鹳来到了张家村，几十只，一百只，两
百只……这一来就是 9 年，一个“送鹳走”的
故事，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迎鹳来”。

这 9 年时间也记录在了冷万军制作的挂

历上。“起初村民们不了解东方白鹳，不理解
为啥要又花力气又花钱‘养鸟’。”冷万军就把
东方白鹳的科普知识、照片和生态保护的号
召印到挂历上，发到各家各户。慢慢地，村民
们开始自觉地照顾、保护白鹳，和白鹳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

每年白鹳大概要在张家村待上 4 个月。
冬天水面结冰，白鹳无法捕食，张义伦等人就
要有 4 个月时间天蒙蒙亮就出门补饲。中午
12 时，再进行第二次补饲，每天早中晚还有
专门人员进行巡逻。

张义伦已经连续 9 年为白鹳投放食物。
每当他走近，生性警觉的白鹳会慢慢凑上前
去，向他示意。常年冬天在外巡逻，他脸色黝
黑，手也裂了口子。但他看着这些白鹳就说：
“太美了，9 年里就像亲人一样，盼着来，送着
走。”

张家村村民都说白鹳是吉祥鸟。东方白
鹳来了，给张家村带来了太多改变。

站在田垄上，常年巡逻的张义伦对家乡
的变化很有感触。“这块地以前是企业停产废

弃的盐田，后来变成了臭水沟子。”但最适合白
鹳补饲休养的地方还是这儿，于是护鸟队开
始治理废弃盐田。第二年在白鹳回来之前，臭
水沟又变成了可以养鱼养虾的良田了。担心
白鹳会误食垃圾，村民们都自发把房前屋后
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都有很多摄影爱好者
来到我们村拍白鹳，如今他们还会拍我们的
山水，我们的村子。”冷万军说。

绿水青山有了，白鹳还带来了“金山银
山”。东方白鹳让这个位于旅顺口双岛湾的小
村庄有了名气。冷万军看到了机会，早早注册
了“美鹳”品牌，村里出产的大樱桃、苹果、梨、

葡萄、草莓等农产品都有了“靠山”。如今村里
1000 多亩果园地，平均每亩收入能达到约
15000 元，12 个草莓大棚采摘园，每天都有
来自大连、沈阳的游客采摘赏玩。“美鹳牌”苹
果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的优质产品，张家村还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和“中国最美乡村”。

“人们觉得我们有爱心去保护鸟，做食品
肯定也更有良心，这是白鹳带来的馈赠。”冷
万军望着田里的白鹳说道。

几十只，一百只，两百只……村民用爱心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留”下来

那年依依“送鹳走”，如今年年“迎鹳来”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刘诗豪)海南省近日出
台《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宣布，自今年起将分种类逐步推进全面禁塑，到
2020 年底前，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2025 年底前，全
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列入《海南省禁止
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录
(试行)》的塑料制品。

据了解，目前常见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中，当属人们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塑料袋
使用量最大。

因此，很多人不免关心：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袋全面被禁后，该用什么替代？

事实上，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使用
的“限塑令”已在海南推行十余年。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土壤环境管理处副处长张静表示，“限塑

令”对大型商超有明显效果。据统计，近年来
大型商超塑料袋的使用量约降低三分之二，
但对于农贸市场作用不大。“现阶段，除了大
型商场需要花钱购买一次性塑料袋，免费塑
料袋在农贸市场、商铺等场所依然随处可见。
加之在此期间，互联网推动了线上消费，外
卖、快递等新业态迅猛发展，塑料包装、塑料
餐具等使用量急剧上升。”

对此，《方案》明确，海南将在今年年底
前，建立健全全省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
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规及标准体
系，完善监管和执法体系，形成替代产品供给
能力。同时将制定颁布并动态更新《海南省禁
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
录(试行)》，结合省情和发展需求，动态更新
省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种类。

“现在关于全生物降解产品还没有全国
标准，其他省份也没有相关标准，所以海南要
创新，要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生物降解
的地方标准。”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小刚
表示，根据目前市场行情，生物降解塑料袋成
本是传统塑料袋的 2 至 3 倍。随着全生物降
解塑料产业的铺开，供应量提升后，成本会相
应地大幅度下降。在过渡期间，政府会研究鼓
励或补贴政策。

邓小刚表示，海南将设立产业引导基金，
扶持生物降解行业中小型创新型企业；建立
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示范基地，组织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引进先进企业与本地企业合作，
形成岛内一次性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能
力，从而培育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环境，充分市
场供给，提供大家乐意接受的替代产品，保障
一次性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替代生产和“禁

塑”工作顺利实施。
岛内的一次性塑料袋全面禁止，那么来

自岛外的呢？对此，《方案》明确，海南将强化
市场监督执法闭环管理，严格一次性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生产准入和监管。到 2020 年底全
面淘汰关停列入禁塑名录的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同时将强化口岸及非设
关地管理，依法禁止省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进入。

对于短期内无法替代的饮料瓶、洗发
水瓶等一次性塑料标准包装物，在《方案》
中提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采用国
际普遍实施的押金回收制度，建设回收体
系进行回收，提高资源化回收利用效率。通
过押金回退的方式，引导驱动一次性塑料
标准包装物回收，着力解决回收体系“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

新华社西宁 3 月 1 日电
(记者陈凯、李亚光)目前，位于
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正遭遇雪
灾，当地不少珍稀野生动物因
饥寒而死去，当地牧民自发救
助受困野生动物，展现出生命
关怀的温度。

天灾面前，平日活跃在山
岩峭壁间的岩羊、白唇鹿等“高
山王者”罕见地向牧民伸来求
助之手，与家养牦牛共同分享
各地运来的救灾饲草。

2 月 12 日，家住玉树州杂
多县扎青乡地青村一社的牧民
布勇，在查看附近雪情时遇到
一只深陷雪中的雄性岩羊。厚
厚的积雪中，岩羊只露出头和
脊背。

布勇和同行的两兄弟徒手
挖开积雪，脱困岩羊正欲跑走，

却因连日饥饿、体力不支而倒
下。见状，三兄弟将它背回了家
中，用沾着雪水的双手慢慢摩
擦温暖岩羊的关节。这是兽医
治疗牲畜冻伤的土办法，简单
却有奇效。不一会，岩羊的四肢
就能小幅度活动了。

在铺满干草的温暖畜棚
中，岩羊渐渐恢复了活力。几天
下来，它常蹭蹭布勇的腿，以此
来表达亲近。

杂多重度雪灾发生以来，
仅地青村一社就有 20 多个牧
户像布勇一样救助了困境中的
岩羊、白唇鹿、马麝等动物。

在牧民帮助下，一部分野
生动物避开了严酷的自然灾
害。然而，它们的多数同类仍需
面临自然选择。

地青村牧民达加说，就像
牲畜一样，很多年老体弱的野
生动物在饥寒交迫中势必会被
淘汰，就算人工投喂也无力回
天。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只野生动物因此次雪灾
死亡。

近日，长期在三江源地区
进行野外实地调研的北京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赵翔，
在杂多县进行了一次样线调查，共发现 53 只死亡岩羊，其
中 1 至 2 岁及 10 岁以上的岩羊占比达 62%。

在地青村一社附近，记者发现了一只侧躺在雪中的岩
羊尸体。该村生态管护员江多在查看死因时发现，它的身体
软热，一只角有断裂痕迹，看上去年龄较大，很可能是在上
山取食干草时，因体弱而刚刚坠亡的。

此情此景令人感伤。“但对于雪豹、金钱豹而言，雪灾为
它们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正如当地牧民的谚语所述‘大雪是
食肉动物的亲戚’。”江多说。

连日来，针对是否应该救助雪灾中的野生动物，网友有
两种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不应
该干预；与此同时，不少人也表示，支持牧民的自发救助行
为，这是藏区生态保护的传统核心内涵。

受访生态专家表示，野生动物生存至今，经历过无数次
雪灾，活下来的是更加强健的个体，这是物种的必经历程。
但另一方面，当地牧民出于对生命的关怀救助它们，展现出
灾害中的朴素大爱，此举同样值得尊重。

“若要救助受灾野生动物，需注意尽量减少与它们的接
触，尽量投喂本地原生干草等。”赵翔说。

近期，玉树州称多县委宣传部发出一则倡议，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明救助受灾野生动物应遵循的要点，牧民接受
程度很高———“投喂动物要规范，喂得太多消化难。动物肠
胃很特殊，尽量少喂人类料。慢慢习惯最重要，莫要好事办
坏了。看到尸体留野外，动物本应回自然。看好家狗莫乱窜，

避难动物很可怜。”
记者近期采访时发现，不少牧民遵循上述倡议，在救助

受灾野生动物时更趋于理性科学。
为进一步引导牧民，目前玉树州各级政府及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已在雪灾区设立投喂点，在严格选用饲草的
同时定量定时进行投喂工作。

到 2020 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

海南：全面“禁塑”后，人们该用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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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的新西兰泰厄罗阿角，来自南极的
西南风肆虐着，让人无法自如站立，温度骤降
到最低 4 摄氏度。阳光伴骤雨，云涌如波，信
天翁自如地展翼滑翔，如同一个个没有被线
牵扯的风筝。

泰厄罗阿角距新西兰南岛南部城市达尼
丁约 40 分钟车程，这里有新西兰环保局下属
的南半球唯一一个信天翁自然保护区。记者
日前来到泰厄罗阿角，实地探访这种主要分
布于南半球的大型海鸟。

保护区主管索菲·巴克告诉记者，新西兰
南岛的信天翁被称为“北方皇家信天翁”，信
天翁是地球上最大的飞鸟之一，虽然成鸟体
重不足 10 千克，但其翼展可达 3 . 5 米。每对
成鸟每两年只产一枚卵，孵育期却长达 11
周。由于信天翁繁殖周期长，加上环境污染等
问题，全世界的信天翁均濒临灭绝。

据介绍，2018 年底，保护区创纪录地收
获了 41 枚卵。如果全部孵化，将打破多年来
信天翁在该保护区的生育纪录。自 1920 年第
一对信天翁在泰厄罗阿角产卵以来，到现在
每年才有近百只信天翁回到该栖息地产卵育
雏，信天翁数量在这里以极缓慢的速度增长。

“如同爱情一样，信天翁做事专一，一旦
选定繁殖地，终生都不会改变，”在距离 3 个
信天翁巢穴约 50 米的一个观察点内，保护区
工作人员黄琪雰对记者说，“泰厄罗阿角是人
类最容易看到这种珍稀鸟类的地方。”

为最大限度避免人类干扰信天翁的正常
生活，观察点设置得很隐蔽，玻璃两侧做了特
殊处理，每次参观人数控制在 18 人以内，每
组定时 30 分钟。人类的所有活动和声音都不
会被信天翁察觉。为便于观察记录，保护区还
设置了一个近距离每天 24 小时拍摄的摄像
头，实时将这个机位能拍到的画面发布到互
联网上。现在，这里代号 LGL 的信天翁一号
夫妇和它们的宝宝已经成为世界级网红。

正在黄琪雰讲解时，几只成鸟从海上捕
食归来，它们落地后就开始与留守的伴侣耳
鬓厮磨打招呼，小雏鸟不时从草堆里冒出脑
袋，嗷嗷待哺。

“由于长期海上生活，信天翁对人类的戒
心并不大。同样的道理，它们对鼠鼬类小型哺
乳动物一样没有防范心，所以卵常常被其他
动物破坏，”黄琪雰说，“随着雏鸟慢慢长大，
体重增加，雏鸟每周可以长差不多 1 千克，最

大时比成鸟体重还重 10% ，需要的食物也快
速增多。如果成鸟无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捕获足够鱼类支持自身和雏鸟的营养，雏鸟
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记者探访时，信天翁孵育期已经结束，41
枚卵中只孵化出 29 只雏鸟。巴克说：“(没有
全部成功孵化的)原因很多。今年夏季气温很
高，成鸟常常因此行为失常，自己把卵踩破。”

新西兰环保局对这里的每一只信天翁都
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发现，信天翁在泰厄罗
阿角成年后的第一次长途飞行，往往要飞经
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南端，绕地球一周再返
回新西兰，飞行数万公里，历时 4 至 6 年。此
后，它们通常花费 2 至 3 年选择伴侣。一旦选
定，此生不离不弃。

“信天翁是爱情鸟，还是和平鸟。在毛利
文化中，信天翁是神圣的化身。只有毛利族长
可以去碰信天翁的身体，毛利人通常用信天
翁的羽毛代表和平，”巴克说，“我希望我们的
子孙后代可以一直看到这种纯洁 、美丽的
鸟。”

(记者郭磊、卢怀谦)
新华社新西兰达尼丁电

在新西兰探访濒临灭绝的信天翁

漳平：打造“花样”产业

▲永福镇台品樱花茶园一景(3 月 1 日摄)。
福建省漳平市永福镇是福建重要花卉产地，花卉种植

面积达 3 . 5 万亩。近年来，永福镇以花卉产业及茶产业为
依托，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 2 月 24 日，在新西兰南岛达尼丁附近的泰厄罗阿角，一只信天翁在空中飞翔。 新华社记者郭磊摄

新华社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郑生竹)
1 日，江苏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农业农村部
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
理办公室在南京共同
举办主题为“保护水
生生物，建设美丽长
江”禁渔期同步执法
行动启动活动，宣布
长江流域进入 4 个月
的禁渔期。今年还是
取消长江刀鲚（又称
“长江刀鱼”）、凤鲚和
中华绒螯蟹专项捕捞
许可的第一年。

江苏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张建军在启
动仪式上介绍，近年
来，江苏省渔业渔政部
门强化落实禁渔管控
各项措施，建立完善公
安、海事、水利等多部
门联合联动机制。

近 3 年来，江苏
省渔业渔政部门共清
理取缔违规网具 6 万
余米，查处违规捕捞
人员 405 人，移送涉

渔违法案件 426 起，移送涉案人员 767 人，
为维护好长江禁渔秩序打下了扎实基础。

此次同步执法行动，江苏将出动渔政执
法船艇 29 艘，水上巡航执法检查时间不少于
10 天，在重点水域、非法捕捞多发水域将开
展驻守检查，依法查处各类违反禁渔期制度
的违法违规捕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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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3 月 1 日电(记者范帆)3 月
1 日是长江流域实施春季禁渔的第一天，记
者在江西省 2019 年长江流域禁渔期同步执
法行动启动仪式上看到，5 . 2 万斤鱼苗和
1 . 5 万斤螃蟹苗被投放进鄱阳湖，6 艘渔政
执法船艇沿长江巡航执法，开启了今年禁渔
期工作的序幕。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改善长江及鄱阳
湖水域生态环境，今年江西省计划全年放流
四大家鱼等重要经济物种 2 . 1 亿尾，包括大
鲵、胭脂鱼等保护物种也将放流。同时，江西
还把增殖放流区域由鄱阳湖、长江、“五河”干
流及保护区等水域逐步扩展到全省其他小流
域，以促进渔业种群资源恢复。

今年江西省所有的水生生物保护区将实
现全面禁捕，而到明年，长江江西段和鄱阳湖
也将全面禁捕，并且江西将在全省范围内持
续开展渔业资源保护专项整治行动。

江西拟放流 2 亿尾鱼苗

促渔业种群资源恢复

▲永福镇台品樱花茶园一景(3 月 1 日无人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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