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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有“福”市民：漫步森林中，行走树冠上
福州推进城市绿道建设让民众畅享山水之美

新华社福州 3 月 31 日电(记者张华迎)福州又名“榕
城”，以山水相宜闻名。近年来，福州充分发挥依山傍水优
势，加快建设融会贯通、纵横交错的城市绿道网络，城市生态
环境焕然一新，有力提升了城市的宜居品质。

荒山变“福道” 城市新地标

“以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草比人高，完全没有路。除
了偶尔有人上山扫墓，平时几乎没人来。”家住福州鼓楼区梅
峰山地公园附近的市民翁道双，这样形容过去周边环境。

2017 年底，一条全长 19 公里，串联起左海公园、梅峰山
地公园、金牛山体育公园、国光公园及金牛山公园的全钢结构
悬空城市森林步道“福道”出现了。在森林中穿梭，在树冠上
行走，福州市民有了别样体验。

春日的清晨，漫步福道之上，沿途林木环抱，花草飘香，
仿佛置身于天然森林氧吧之中。随着步道一路登高，福州市区
和闽江美景尽收眼底。

如今，福道已经成为福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每天到
福道健步休闲、散步游玩的市民少则六七千人，多则两三万
人。

“福道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也提升了生活品质。”住在
金牛山体育公园附近的福州市民吴飞说，福道就像自家的“后
花园”，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去福道“报到”，让身心得到彻
底放松。

2017 年获得“国际建筑奖”，亮相《 Landscape Desi-
gn 》杂志封面； 2018 年荣获“新加坡总统设计奖”……福州
福道声名远扬，成为城市新地标。

保护原生态 福道传理念

作为一条依山脊顺势而建的钢架悬空步道，福道的设计创
意源自于新加坡亚历山大城市森林步道。

按照以往经验，修建沿山步道需要开山修建施工便道，但
福道并没有这么做。记者了解，为了让步道植物正常生长，施
工队先用人工、骡马、缆道等方式将材料运上山，再利用已成
形的桥面平台安装钢构件。在福道施工过程中，地面植被得到
了比较完整的保护，对周围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
低。市民在福道休闲漫步时，时常能看到松鼠、野鸭子等动物
出没。

福道的桥面设计也充分考虑到对原有生态环境的保护。福
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景观所所长王文奎介绍，福道
的栈道桥面采用格栅板，缝隙控制在 1 . 5 厘米以内，既可以
满足轮椅通行，也不妨碍下方的植物吸收阳光雨露。

福道的设计还充满人性化的考量。福州市园林局绿化处副
处长王永强说，福道绕山体蜿蜒而上，“步道每前行 16 米，
高度只上升 1 米，人走起来相对轻松，能满足不同人群休闲、
健身、游览的需求。”

“串珠”满榕城 推窗见绿意

福道，是福州加速推进城市绿道建设、满足民众对生态宜
居城市向往的缩影。

近年来，福州还结合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理，以沿岸滨河
绿道为“串”，以有条件、可拓展的块状绿地为“珠”，在内

河沿岸建设了一大批串珠式公园绿地。
位于仓山区的流花溪，曾经河水污浊、水葫芦丛生、两岸违

章建筑遍布，沿线居民深受困扰。经过综合整治，流花溪早已告
别“脏乱差”旧貌，变成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串珠式公园。

“流花溪的变化太大了，家门口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内河
公园，每天都能去休闲散步，真是我们的福气。”家住泰禾
红树林小区的市民陆萍超感慨地说。

像流花溪这样的串珠公园，在福州还有很多。目前，已

在市民家门口建成串珠公园 168 个，滨河绿道 400 公里，新
建和提升公园绿地约 3000 亩。“串珠公园的出现，让市民
身边多了一大批可以休闲健身的公共空间，可以推窗见绿、
出门进园。”王永强说。

记者了解，今后，福州将建设更多城市绿色通道和生态
景观走廊，并根据不同地段、周边环境等，用园林手法串山
连水、织补绿网，因地制宜提升城市绿道品质，让更多民众
享受山水之美。

▲ 3 月 27 日，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
岩羊站立在峭壁边。

▲福州“福道”沿途花草飘香，林木环抱（ 3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来贺兰山，邂逅一群“大胆”的岩羊

▲ 3 月 27 日，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
岩羊等待护林员田玉春投喂玉米。

▲ 3 月 27 日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岩羊。新华社发（本组图片均为冯开华摄）

新华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记者魏梦佳)记者从北京 30
日启动的第 37届“爱鸟周”宣传活动上获悉，今年起，北京
将在全市范围开展高质量绿化试点建设，通过搭建“本杰士
堆”(人造灌木丛)、设置鸟食台等提高生物多样性的技术手
段，为野鸟提供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北京每个城
市公园都要建设一处“本杰士堆”；面积更大的森林、郊野公
园等地区，每 1000 亩建设一处。

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中，北京明确要求提升
森林系统的生态功能，通过种乡土树、混交林、食源植物，让
野花野草在林下扎根，提高生物多样性，让“树上有鸟、草下
有虫”。

另据了解，今年 3 月到 5 月，北京森林公安机关还将开
展为期 3 个月的专项打击行动，重点打击在花鸟鱼虫市场、
古玩市场、集贸市场等场所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
为，打击利用禁猎工具以及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等区域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行为，保护野生候鸟迁徙。

北京提升生态功能

让野鸟儿安家宜居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高文成、明星)仲春时节，湖南省
张家界市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芭茅溪水电站旧址旁，
河水缓缓淌过，“死水”变活，鱼虾变多。这些变化缘于
芭茅溪水电站的大坝已被拆除，为了改善娃娃鱼的生存环
境，截至目前，保护区内 34 个水电站已停止发电，10 座
大坝被拆除。

娃娃鱼学名“大鲵”，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
地球上活动历史可追溯到约 3 . 5 亿年前，有“活化石”之称。
保护区河流总长度约 3000 公里，涵盖了张家界市 76 . 5%
的水域面积。

保护区内原有 88个水电项目。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何平介绍，从 20世纪开始，水坝截断了
河流，阻断了鱼类洄游通道，加上人类活动增加，水质恶化，大
鲵生存栖息地不断缩小，被迫形成孤岛化的生存分布。与保护
区成立之初相比，保护区内大鲵的天然出苗点明显减少。

张家界市水利局局长胡圣虎说，接下来，对采用引水式
发电导致河流断流的水电站将尽快关停退出，纯发电功能
的水电站大坝会拆除到位，对不具备防洪灌溉功能、不承担
饮水安全职责的小水电站，也一律会关闭退出。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梁志强说：“大坝拆除
后，娃娃鱼活动通道顺畅了，食物丰富了。成年娃娃鱼用肺呼
吸，河流恢复成溪流状态，水变浅了，它们生活得更舒适了。”

据了解，对暂未退出的水电站，当地政府会进行下泄生
态流量改造，确保下游河道有水；继续进行增殖放流，清理
原来娃娃鱼出苗点，进行环境再造；新建污水处理厂，整治
保护区内的入河排污口。

张家界拆水坝关电站

给大鲵一个更好的家

新华社昆明 3 月 29 日电(记者姚兵、杨牧源)一头长期
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南邦河村委会附近活动的野
生亚洲象，近日被人们发现仅有的一颗牙齿不见了。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搜索，亚洲象监测员找到了被折断的象牙。
当地相关部门分析称，象牙折断的原因可能是两头野象打
闹嬉戏所致。

亚洲象监测员杨忠平 26 日上午用手机拍摄的一段视
频显示，玉米地里、道路上、草丛里，都可以看见大量血迹。

杨忠平说：“它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吃玉米，上午 7 点半
左右我来玉米地查看，进去就闻到一股血腥味，然后发现一
块地里都有血，它经过的地方也有血迹，下面有一个水塘几
乎染红了。”发现这一情况后，杨忠平赶紧将情况向当地镇
政府做了汇报。随后，当地镇政府、林草、自然资源公安等部
门随即派出工作人员到现场察看，同时用无人机对野象进
行跟踪观察。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搜索，亚洲象监测员于当
天下午 7 点多在一条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了已经折断的象
牙，并将象牙移交给了思茅区自然资源公安局。

“经过我们对象牙检测和称重，象牙长 70 厘米，重 2 . 9
公斤。通过现场分析，初步认定此次象牙折断的原因是两头
亚洲象打闹嬉戏所致。”思茅区自然资源公安局政工监督室
主任李黎说。

据介绍，此次被折断牙齿的是一头成年亚洲象，常年在
六顺镇境内活动，它进入监测员视野时身上仅有一颗牙齿。
近期，一头体型稍小、牙齿也较短的野象跟它打得火热，它们
常在一起嬉戏、觅食，就在发现象牙被折断的头天晚上，有村
民曾听到野象不同寻常的叫声，自然资源公安局因此作出了
两头象在嬉戏打闹过程中不小心折断象牙的初步判断。

“监测结果显示，目前这头野象的身体状况暂未出现异
常情况。”李黎 29 日告诉记者。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正在
进一步加强对这头亚洲象的跟踪监测，以观察评估牙齿折
断后对它带来的影响。

亚洲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我国主要生活在云
南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和临沧市。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生态保
护力度的加大，野象数量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普洱一野象象牙“丢”了

疑为打闹嬉戏导致折断

新华社银川 4 月 1 日电(记者赵倩、马丽娟)早晨 8 点左
右，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水湖护林点，一群早到
的“食客”已经在焦急地等待着早餐了。它们就是有“峭壁精
灵”之称的岩羊。

约一小时后，田玉春像往常一样，准时提上一桶玉米，走
到山间的一段硬化路面上，扯开嗓门喊道：“哦嗨！下山吃粮
嘞！”听到这声熟悉的呼唤，更多的岩羊迅速从四面赶来，不
一会儿就聚集了上百只。

田玉春用一只大铁碗舀起玉米粒，撒向地面，岩羊便围过
来，低头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野生岩羊生性胆小，但现在
喂久了，它们已经不怕我了，对待生人的警惕性也小了很多，
有时摸一下也不会逃跑。”田玉春说。

59 岁的田玉春是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响水湖护
林点的一名护林员，他每天除了巡山防火，还给岩羊喂食。七年下
来，老田已经和这些岩羊成了“朋友”。羊群里多出一只羊羔，哪个
“老顾客”今天没来，他都了如指掌。有的岩羊吃完食还经常跟在
他后面转悠，大家也因此亲切地把他称为“岩羊司令”。

岩羊又名石羊、青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983 年，宁夏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刚成立时，贺兰山植被稀
疏，加上家羊抢食、非法捕猎等原因，岩羊种群数量不足
1800 只。经过多年的生态修复和封山禁牧，如今，贺兰山自
然保护区的植被覆盖率已达到 65% 以上，岩羊数量也超过 4
万只，贺兰山已成为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

虽然植被较为丰富，但西北冬季漫长寒冷，春季草木生长
晚，因此，保护区在贺兰山岩羊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设立了一
些投食点，特别是帮助老弱病残羊群熬过食物短缺季节。宁夏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王继飞告诉记者，
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立了 26 个岩羊投食点。

如今，在贺兰山投食点或景区喂食岩羊，已经成为一道新
的风景。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门赶来与岩羊合影，或体验
一把喂食，或近距离拍摄岩羊灵动的身影。

据王继飞介绍，宁夏在加大生态修复的同时，还通过打击
非法盗猎等措施，加强对岩羊种群的保护，尤其是近两年，贺
兰山关停整治了一批煤矿，护林员巡山时遇见岩羊等野生动物
的几率比以前更高了。

为更好地观察和研究岩羊，近几年，保护区还在野外架设了
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中岩羊成了主角，从低谷到高山，到处都
有它们的“倩影”。如今，贺兰山已经成为岩羊生存的乐园，很多
人都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些悬崖峭壁上的“精灵”。

●“哦嗨！下山吃粮嘞！”听到这声熟悉的呼唤，更

多的岩羊迅速从四面赶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上百只。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的岩羊数量已超过 4 万只，成为

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

●如今，在贺兰山投食点或景区喂食岩羊，已经成为

一道新的风景。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31 日电(韩春明)随着气温回升，候
鸟集群北迁。近日，上万只候鸟飞临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
县海留图湿地公园栖息觅食，其中有白枕鹤、灰鹤、大雁等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场面十分壮观。

位于丰宁县大滩镇的海留图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以草
甸、沼泽、河流为典型特征的坝上高原自然湿地，总面积
2160 . 1 公顷，公园生态系统完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丰
富，园内有野生动物 286 种，其中鸟类 167 种，每年春季都
会有大量的白枕鹤、大雁、天鹅、赤麻鸭等候鸟在此“加油”，
然后继续向北迁徙。

据海留图湿地公园负责人刘宇辉介绍，近几年随着封
育、禁牧等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海留图湿地生态系统
日益完善，每年 3 月初到 4 月中旬都会有大量候鸟来此栖
息。特别是今年，来此栖息的白枕鹤和灰鹤数量更多一些。
当地村民从最初看到各种鸟类的惊奇，到如今的习以为
常，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海留图湿地公园变美

大量候鸟飞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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