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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福建省泰宁县

大金湖畔的梅口乡水际村，不
少村民忙着重新装修自家民
宿。与 10年前政府“恳求”他们
建带卫生间的房子不同，村民
争先升级房间硬件及绿植等

“软装”。
“记得 2000 年左右，来动

员的乡干部还被村民用扫帚
赶出去过。”水际村村民、民宿
业主蔡雪娇说，那时政府鼓励
村民投资建民宿，但刚从贫困
中走出来的村民们，不大相信
民宿产业的前景。

水际村是老区基点村、库
区移民村，1980 年泰宁县建设
大金湖池潭大坝，关闸蓄水，
村民就地从山谷平地搬上半
山腰重建。地没了，山林少了，
水际村成为省定贫困村。

上世纪 90 年代前，村民一
度只能靠捕鱼维持日常开销。
泰宁县实施旅游兴县发展战
略后，借助山绿水美的自然生
态 ，水 际 村 搭 上 旅 游 业“ 便
车”，迎来发展转机。

“1998 年我嫁到村里时，
村民除了打鱼还能通过用渔
船搭载游客游湖，摆摊销售干
鱼 干 贝 赚 钱 。后 来 民 宿 出 现
了，村民开始相信能靠风景赚
钱了。”蔡雪娇说。

但是，因生态环保意识不
足等因素，水际村发展遭遇新
问题。由于都想多赚点钱，村
民开始过度捕捞；自发经营的
游 船 、民 宿 等 也 陷 入 无 序 竞
争，“旺季宰客、淡季杀自己”。

2004 年前后，湖里的鱼越
来越小、越来越少，大金湖生
态环境越来越差，夏天臭气弥
漫。村民赚到的钱越来越少，
还不断有游客投诉。

为保护生态和旅游业发
展环境，政府出面引导，水际
村党支部牵头，采取“行业协
会+公司+农户”方式，对渔业、
游船业和民宿业进行规范，统
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收费
标准、统一经营。

“原来人人捕、天天捕，改
为了由渔业公司统一养殖、捕捞、销售，渔民入股享受分红，不
能再私自捕捞。”梅口乡党委书记马骕说，当地游船业和民宿
业也成立了协会规范运营，遏制了自然生态进一步恶化，扭转
了水际村产业发展不利局面。

2005 年，泰宁县被列为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大金湖成
为公园核心景区。规范经营、管理后，水际村各项产业得到更
快发展。去年，湖区“晏清”牌有机鱼、游船营运、餐饮民宿业等
经营收入达到 5700余万元；水际村民人均收入 2万余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 60多万元。

“村民更加重视产业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了。”蔡雪
娇说，现在湖里的鱼放的多捕的少，养好几年才会捕捞；吃上

“旅游饭”后，山丘田都退耕还林了，人们收入却更多了。
近年来，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泰宁县正大

力升级生态旅游业，发展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文体创意等产
业。“作为三明生态最好的乡镇之一，我们在不断探索‘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方式，让更多乡村像水际村一样‘绿
色崛起’。”马骕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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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记者近日在该县走访时发现，经过数十年接续治
理，百万亩的长汀荒山已重新披上绿装。同时，当地还以林地
资源为依托，发展河田鸡养殖、中草药种植等林下经济，有力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深秋时节，走进长汀县河田镇芦竹村蓝秀鸡场，处处绿意
盎然，焕发着勃勃生机。放眼望去，十几座鸡舍依山而建、错落
有致，成群的河田鸡正在山林中悠闲地觅食。

蓝秀鸡场负责人蓝晓红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河田鸡养殖大
户，回忆起从村里承包 500亩荒山用于河田鸡养殖的经历时，
她感慨地说：“别看现在满山翠绿，在十几年前，这里还只是一
处废弃的稀土矿山，寸草不生。”

毛竹、红豆杉、桂花、罗汉松……十几年来，蓝晓红以鸡苗
换树苗，一棵棵树苗活下来，一座座山头绿起来。绿树成荫之
后，也成了最理想的天然鸡舍，蓝晓红的河田鸡养殖规模也因
此日益扩大，效益越来越好。

蓝晓红说，鸡场去年的销售额近 1000万元，纯收入超 100
万元，还带动了周边 20个贫困户户均增收近 5000元。“在政府
鼓励下，我们不仅雇贫困户来鸡场帮忙，还给每个贫困户 60
只鸡苗，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他们把鸡养大了如果卖不出去我
还包回收。”

距离蓝秀鸡场不远处，河田镇窑下村脱贫户郑三三正在
山上，忙着给自家种植的中草药黄花远志锄草。

“黄花远志种植成本低，种植当年就能采叶创收。”今年
64 岁的郑三三告诉记者，种植黄花远志省时省力，特别适合
像她这样家中缺乏壮劳力的农户。去年，她又加入长汀县晨露
种养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准备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黄花远志的经济价值高，叶、花可做茶，根可入药。”晨露
种养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曾宪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
京打拼。2017 年，有感于家乡的沧桑巨变，他返乡承包了数百
亩林地种植中草药。他说：“以前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所以
特别注重养生，从而发现了黄花远志的商机。”

“20 多年前，村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根本不敢想象能够
发展林下经济。这些年来，家乡的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这
是我敢于把几百万元积蓄投入到生态产业的底气。”曾宪富告
诉记者，如今，他创办的合作社社员遍及周边多个乡镇，还带
动了河田镇 17个行政村 119户贫困户种植黄花远志。

这是长汀县林下经济兴起的一个缩影。长汀县林业局局
长曹伟清介绍，近年来，长汀加快推行县、乡（镇）、村三级“林
长制”，围绕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等林下经济，持续拓
宽林业产业富民之路。目前，长汀县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超过
170万亩，参与林农 2.13万户，年产值达 28.64亿元。

（据新华社电）

长汀：林下经济富农家

“快看，头、颈呈黑色有绿色光泽的
就是，雄鸟的眼圈是白色的。”从沙土小
路拐进一片芦苇丛包围的湖面后，李杰
突然放慢步子、压低声音，轻轻地把望
远镜递给记者 ，生怕惊走了他的“稀
客”。

李杰是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黄河
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主任，他口
中“稀客”指的是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
鸭。青头潜鸭的传统繁殖地位于西伯利
亚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在朝鲜、日本、
缅甸、印度、泰国等多地越冬。

因为十分珍稀，所以李杰对青头潜
鸭首次“登门”的日子记得很清，“2017
年 1月 4日第一次发现 4只，现在监测到
266只。”

短短三年多，数量增长 60 多倍，青

头潜鸭为何对黄河故道湿地如此钟爱？
李杰认为，这跟民权黄河故道湿地环境
的改善密切相关。

“最近几年民权县大力实施湿地修
复，同时不断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为青
头潜鸭等野生鸟类栖息、繁衍营造出了
适宜的环境。”李杰伸出大拇指自豪地
说，“青头潜鸭很‘挑剔’，哪里环境好才
在哪儿安家，这就是青头潜鸭选择民权
的原因。”

据介绍，近年来，民权县持续加大湿
地生态修复力度，清退鱼塘 1142 个，恢
复湿地 22636 亩，栽植香蒲、芦苇、荷花
等湿地植被 3600亩，湿地生态涵养能力
持续提升；与此同时，在民权黄河故道湿
地南北两侧培育生态涵养林带，开辟了

长 52.4公里、宽 5米的截污沟，并聘用周
边群众作为巡护员对湿地进行 24 小时
不间断巡护，维护湿地水生态安全。

此外，为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
的影响，进一步改善鸟类栖息、繁衍环
境，民权县还在湿地重要区域用上了“黑
科技”。记者在湿地附近看到多座迷彩布
伪装的监测监控塔，塔身布置有风力发
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监控摄像头。记者
一靠近，监控塔立即发出了驱离警报。

经过多年治理，黄河故道湿地公园
已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记者在湿地附
近走访看到，几乎所有的湖面上都有水
鸟活动，广袤的芦苇丛里，不时传出各
种鸟鸣。

来自湿地公园管理中心的数据显
示，民权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现有鸟类

159种，包括国家Ⅰ级、Ⅱ级重点保护鸟
类 28 种，如青头潜鸭、黑鹳、东方白鹳、
大鸨、大天鹅、红隼等，且总数不断增加。

由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鸟类
众多，不久前，民权黄河故道湿地等 7处
湿地被核准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成
为我国 64处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河
南省首家国际重要湿地。

更可喜的是，2019 年 6 月，民权黄
河故道湿地首次发现青头潜鸭繁殖巢，
今年又发现 12个繁殖巢，共成功繁殖青
头潜鸭 28只，标志着民权黄河故道湿地
已成为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重要
栖息地和繁殖地。

“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青头潜鸭
数量有望继续增加。”李杰说。

（据新华社电）

这是在四川发现的目前已知
的世界最小蜻蜓个体。

近日，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
馆长赵力在整理标本时发现，该
馆于今年8月份从四川乐山金口
河区收集的一批蜻蜓标本中，有
世界上最小的蜻蜓种类——侏红
小蜻，这是四川地区首次记录该
物种。在这批标本中还发现了目
前已知的世界最小蜻蜓个体，其
体长不足15毫米。

新华社发（成都华希昆虫博
物馆供图）

““世界最小蜻蜓世界最小蜻蜓””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7 日从陕西省
宝鸡市林业局了解到，近日，宝鸡市马
头滩林业局工作人员在大南沟管护林
区抚育作业时，偶遇了一只野生金丝
猴。

这只野生金丝猴活动敏捷，体格健
壮，可爱大方，时不时会接过林区工作
人员手中的食物，任凭大家拍摄。这次
发现金丝猴的宝鸡市马头滩林业局管
护的林区位于宝鸡市区南郊秦岭之巅，
这是林区首次发现野生金丝猴。

经动物保护专家确认，这是一只成
年雄性川金丝猴，这证明附近至少有一
个川金丝猴群体，这只独猴有可能是从
群体中扩散出来的。通过分析研判，距离
此地最近的周边地区，即陕西省太白县
曾在今年 4月 30日、5月 5日出现川金丝
猴群体；宝鸡市高新区国有潘家湾林场
职工 10月 21日也在天台山景区发现川
金丝猴。

宝 鸡 市 林 业 局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介
绍，近年来宝鸡秦岭山区频频发现金
丝猴，预示着当地有金丝猴群迁移扩
散现象，证明宝鸡市秦岭山区的生态
环境已经适合金丝猴分布，也证实这
个区域是金丝猴新的分布地，具有重
要的生态学意义。1999 年以来，宝鸡
市天然林保护工程有效实施，明显促
进了生态环境日趋向好，有效保障了
野生金丝猴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
衍生息。

金丝猴毛质柔软，鼻子上翘，有缅
甸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川金丝猴、滇金
丝猴、黔金丝猴、越南金丝猴 6种，除缅
甸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外，其余均为中
国特有的珍贵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保护名录。川金丝猴属灵长目、猴科、
仰鼻猴属，体型中等猴类，与大熊猫、羚
牛、朱鹮一道，被称为“秦岭四宝”。

陕西秦岭山区出现川金丝猴身影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吉林省
天桥岭林业局获悉，近日一只很像“仙
鹤”的大鸟现身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汪清县的天桥岭林区，一会儿在
河边觅食，一会儿翱翔天空。经工作人
员鉴定，这只大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濒危物种。东
方白鹳是跨国迁移、繁殖、越冬的鸟类，
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到 4000只。

吉林汪清嘎呀河国家湿地公园工
作人员杨均平介绍，目前在天桥岭林区

辖区内有鸟类 132 种，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 21 种，包括金雕、东方白鹳、东方白
鹭、戴胜鸟等珍稀鸟类。2017 年 8 月 16
日，天桥岭林业局在上河林场第一次发
现东方白鹳。

据介绍，珍稀鸟类近年频繁现身
当地，主要得益于天桥岭林业局和天
桥岭森林公安局不断加大保护鸟类的
普法宣传力度，提升职工群众保护鸟
类的意识，不断加大打击乱捕滥猎鸟
类的违法行为，组织人员掌握候鸟迁
徙和停歇地动态，为过境候鸟营造了
一个温馨驿站。

东方白鹳现身吉林天桥岭林区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与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8 日在湖北宜昌联
合开展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大规
格子二代中华鲟 150尾。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长江旗舰物种。20世纪后期，受人类活
动影响，中华鲟自然种群规模急剧缩小，
2017 年 至
2019 年 连
续 3 年未监
测到自然繁
殖 。此 次 放
流的中华鲟
规 格 大 、雄
性多，其中有不少接近性成熟，将有助于
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资源。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长江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我国淡水渔业的摇
篮、鱼类基因的天然宝库。近年来，受多种
因素影响，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逐步衰退。
保护长江水生生物，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

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为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农业农村

部会同沿江各省市打响长江禁捕退捕攻坚
战，发布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濒危
物种拯救行动计划，持续组织开展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每年在长江流域放流各种鱼
类超过 50亿尾。明年 1月 1日起，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将
实施历史性
的 十 年 禁
渔。

此次放
流 之 前 ，农
业农村部与

三峡集团签订了《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及栖
息地保护与修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建立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与栖息地修
复长效体制机制，共同加大水域生态修复
力度，实施濒危物种拯救行动，开展关键
栖息地修复，强化资源监测评估，推进水
生生物保护基金会建设等。

中华鲟放流长江

在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丰田
村，一只白颈长尾雉在树干上
休憩（11月 20日摄）。

福建省永安市青水畲族乡
丰田村群山环绕，森林茂密，野
生鸟类资源丰富。近年来，该村
建起 12 个生态观鸟点，催热了
当地观鸟旅游业。

新华社记者 梅永存 摄

大美山村观鸟热大美山村观鸟热

黄河故道湿地迎来“稀客”

这是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拍摄的夜鹭 这是青头潜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