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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3月 28日电 （记者刘新吾）记者从重庆市林

业局获悉：自 2018 年重庆启动古树名木复壮保护计划以

来，重庆市已抢救复壮古树名木 700 余株。截至今年 2 月

底，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25583 株。

重庆市于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实施古树名木复壮 3
年保护计划，分批次分年度对全市一级古树、部分二级古树

和衰弱的、有安全隐患的古树名木，“一树一策”采取综合性

复壮措施，悬挂统一式样的标志保护牌。 2021 年至 2023
年，重庆市将实施新一轮古树名木复壮 3 年保护计划，为一

级古树和名木制作二维码标识牌，为重要一级古树和名木

安装传感器终端，采集一级古树和名木关键生长期生态照

片和周边环境照片，建立影像素材档案数据库，实现对古树

名木的智慧化保护。

探索智慧化保护

重庆抢救复壮古树名木700余株

本报北京 3 月 28 日电 （记者寇江泽）

生态环境部 28 日通报今年 1—2 月全国环

境空气质量状况：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1.9%，

同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47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1% ；PM10 平

均 浓 度 为 66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5.4%。

1—2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2.9%，同比上升 4.1 个

百分点；PM2.5 浓度为 68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上升 1.5%。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91.5%，

同比上升 20.3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4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33.3%。2 月份，北京市

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同比上升 35.7 个百分

点；PM2.5 浓度为 2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5.1%。

1—2 月，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78.6%，同比下降 7.1 个百分

点；PM2.5 浓度为 5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

升 13.0%。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48.7%，同比下降 11.7 个百分点；

PM2.5 浓 度 为 81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上 升

17.4%。

生态环境部

前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81.9%

车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蜿蜒上行，至检槽

乡，海拔已近 3000 米。等到水泥路换成弹石路，便进入了

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有群年轻人通过巡

护、科研、建设生态廊道等方式，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

这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

巡山护林，要“巡”更要“护”

清晨，天还未亮，李施文便带上望远镜、笔记本和干粮

出发了——作为云龙天池保护区生态管护员，他要在滇金

丝猴醒来前，赶到猴群头天的夜宿地。

云龙天池保护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

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保护滇金丝猴，也就成了李施文最重要

的工作。“滇金丝猴警惕性高，一天下来可能迁移四五公里，我

也得跟着跑。”李施文说。一阵山风吹过，穿着加绒衣服的他，

还是冷得直哆嗦。这些年来，在守护猴群的过程中，他也找到

了不少乐趣。

工作时，每隔 5 分钟，李施文便会记录一次猴群进食、玩

耍等生活习性。“当巡护员，要‘巡’更要‘护’。”李施文说，

“巡”是为了摸清滇金丝猴的生境状况、种群情况，为物种保

护研究、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必要时，给遇险的滇金丝猴

提供保护、救助也是巡护员的职责。

几年前，云龙县宝丰乡庄坪村村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

猴。村民没见过，连忙打电话给保护区管护局。通过村民

的描述，李施文猜测很有可能是滇金丝猴，赶过去一看果然

是。他给这只滇金丝猴上药、喂食，一直到它身体恢复、回

归山林。

开展野外调查，发现更多种群分布

交错的枝丫间，阳光一泻而下，留下斑驳的光影——第

一次见到原始森林时，当时 25 岁的王浩瀚按捺不住内心的

兴奋。那是 2013 年下半年，还在读研究生的王浩瀚随科研

团队来云龙做野外调查。为调查灵长类动物在云龙的时空

分布动态及其原因，他跑遍了云龙澜沧江东岸的 10 个乡

镇、240 个村庄。有一天，湾岭村一名村民的话，让王浩瀚

意外地听到了滇金丝猴的消息。

他拿出乱序的灵长类动物照片让村民指认，村民挑出

来的果然是滇金丝猴。于是，王浩瀚以湾岭村为中心回访

村民，在地图上标记滇金丝猴的目击地点，再结合滇金丝猴

所需生境缩小范围，于 2013 年 10 月开始和保护区滇金丝猴

巡护员张志云上山寻找。经过多次艰难寻找，他们终于在

2015 年 1 月发现了滇金丝猴的活动踪迹。

“在天池片区发现滇金丝猴，说明这儿的保护成效明显，

也将滇金丝猴分布区往南推移了近 40 公里！”王浩瀚说这话

时，难掩兴奋。

红外相机监测显示，这群滇金丝猴可能不到 20 只。“云

龙天池保护区分为南北两片区，北面的龙马山片区猴群分

布较多。要更好实施对南片区（即天池片区）猴群的保护，

必须尝试跟北片区打通生态廊道。”王浩瀚说，通过实现南

北片区滇金丝猴种群基因交流，南片区的滇金丝猴种群才

有望恢复活力。

在高原种树，探索打通生态廊道

为了生态廊道建设，北片区的护林员赵定宝、南片区的

杨瑞桃走到了一起。赵定宝说，自己的任务就是在南北片

区间种树，吸引北片区的滇金丝猴逐渐向南扩散。

在海拔 3000 多米的地方种树，不少人都会觉得苦，赵

定宝却不觉得。2019 年，负责种树的赵定宝，遇到了来自

南片区、参与植树的当地居民杨瑞桃。

“这是冷杉，滇金丝猴喜欢在树上栖息，但长得慢；那是

华山松，别看前 3 年不怎么长，可 3 年后会迅速长高，十几年

就能成林。”种树过程中，赵定宝成了半个专家，专业的讲

解，时不时搭把手，吸引了杨瑞桃的注意。2020 年，两人领

证结婚。赵定宝说：“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由于缺水等原因，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阳坡种树并不容

易。尽管选择的都是本地树种，可是第二年一看，成活率还

是很低。如今，他们有了经验，每年雨季一来，赵定宝就上

山搭建工棚，两三百人花上半个月时间待在山上种树。“种

下树，一定要把周围的土踩实，这样才能保水，提高树的成

活率；种完要围上铁丝网，避免动物啃食。”就这样，杨瑞桃

栽树，赵定宝踩土，期盼着滇金丝猴的到来。

在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一群年轻人开展巡护、科研——

在高原
守护多样精彩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本报北京 3 月 28 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旱情基本解除，抗

旱保供水工作取得全面胜利。今年 3 月份以

来，旱区多次出现降雨过程，骨干水库蓄水形

势向好。水利部和相关地方党委政府采取节

约用水、水系连通、远程调水、压咸补淡等措

施，确保了珠江三角洲及粤东闽南等地城乡居

民生活用水安全。

2021 年以来，珠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少、江

河来水持续偏枯，部分骨干水库蓄水严重不

足，广东、福建、广西等省区发生了不同程度旱

情，其中广东东部东江和韩江流域遭遇了 60

年来最严重的旱情，加之珠江口咸潮上溯加

剧，旱情呈现“秋冬春连旱、旱上加咸”的不利

局面。

水利部高度重视珠江流域抗旱工作，多

次视频会商研判旱情趋势，安排抗旱应急调

水和压咸补淡等工作。珠江水利委员会完善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机制，密切监视雨情、

水情、咸（潮）情、工情。广东、福建、广西等省

区落实抗旱保供水工作责任，加强应急补水

期间重要断面水质监测和沿程取水口监管，

抓住时机抢蓄淡水，保证了压咸补淡调度取

得最大成效。

骨干水库蓄水形势向好

珠江流域旱情基本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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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
水湖，生态效益显著。然而，
违法捕捞曾一度影响洞庭湖
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2020年起，洞庭湖实现
常年禁捕。两年来，湖南相
关地区积极开展禁捕退捕工
作，洞庭湖生物多样性迅速
恢复，周边居民生态保护意
识明显加强。

春风和煦，湖南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沅江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龙登上巡逻船，

向南洞庭湖深处驶去。

此时正是洞庭湖的枯水季，在船上放眼

望去，露出水面的洲岛上，浅滩碧绿、青草连

绵；偶尔可见几群候鸟，流连于湖面之上。“鱼

多了，有些候鸟都舍不得飞走了。”王龙说，

“候鸟”变“留鸟”，正成为八百里洞庭的一道

新风景。

作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2019 年 10 月，湖南省出台《关

于加强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规定到 2020 年，全省长江湖南段、洞庭湖、湘

资沅澧“四水”干流实现常年禁捕。2021 年，

湖南以洞庭湖为重点，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的重要

部署。

构筑生态堤坝，生物
多样性迅速恢复

“看，这两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在石矶

湖防汛大堤八角亭处，王龙告诉记者。顺着

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被洲岛和湖岸分隔

出的一片水域，宽度有 1500 米，湖面上静静漂

着 航 标 ，偶 尔 有 货 轮 驶 过 ，不 时 可 见 苍 鹭

展翅。

王龙说，全面禁捕之前，这儿可是另外一

番景象。宽阔的水面上，仅当中不足 200 米宽

的航道没有障碍物遮挡。渔民们用竹竿立起

围网，把湖面分割得支离破碎。

人退水清，鱼繁鸟育。沿巡逻线路继续

向南洞庭湖深处前进，就到了白泥洲湿地生

态恢复区。

因为地势低洼，丰水期湖水漫过部分洲

岛，吸引鱼类到此栖息。每逢开渔期，渔民

就 登 上 洲 岛 ，用 围 网 将 低 洼 处 圈 起 来 进 行

捕鱼。“全面禁捕之后，渔民不再进到洲岛，

我们构筑生态堤坝，在丰水期保水，形成常

态 化 湿 地 ，使 之 成 为 鸟 类 重 要 栖 息 地 。 短

短 两 年 ，这 450 亩 的 湿 地 上 ，发 现 已 经 恢 复

的 植 被 种 群 就 多 达 四 五 十 种 。”工 作 人 员

介绍。

“以前，南洞庭湖很难看到江豚。”沅江市

民李剑志说，造纸厂造成的水污染，电打鱼、

挖 沙 船 等 ，一 度 严 重 威 胁 了 江 豚 的 生 存 环

境。可喜的是，今年 2 月，南洞庭湖白沙长河

水域，时隔近 30 年重新出现江豚。

生物多样性迅速恢复，这是实施禁捕之

后洞庭湖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

来自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洞

庭湖 2021 年监测到的水生生物种类较 2018
年增加了近 30 种。近 30 年在洞庭湖难觅踪

迹的胭脂鱼、鳤鱼，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之内。

建立“智慧渔政”系统，
高效监测违法捕捞行为

“以前纯粹靠水巡岸护，如今我们有了高

科技。”沅江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万威打开手机向记者介绍，只见屏

幕上显示出湖面的实时景象。

几十万亩水面，几十名一线执法人员，如

何实现有效监管？

2020 年以来，沅江市在洞庭湖保护上累

计 投 入 2000 余 万 元 ，建 起 一 套“ 智 慧 渔 政 ”

系统。

在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北胜洲附近，

记者看到了一个信息收集装置。这片面积逾

9000 亩的洲岛上，芦苇丛生、两侧河道较为隐

蔽。如有偷捕鱼类鸟类等违法行为发生，也

不易被发现。但随着信号塔的搭建，有力制

止了违法行为的发生。信息收集装置安装在

一座几十米高的铁塔上，依托太阳能电池板

和小型风机供电，集成的全景摄像头、雷达系

统和信号传输系统，能随时为后方提供场景

内的实时信息，实现火情预警、大数据监控、

非法捕捞预警等功能。

“一旦有船只、人员经过，指挥中心的系

统就会预警。这样值班人员能随时对收到的

疑似非法捕捞预警信息进行研判，并安排最

近的执法人员排查情况。”万威介绍。

去年 10 月 14 日，万子湖附近水域，违法

人员黄某趁执法人员巡逻间隙，驾驶小木船

用丝网进行偷捕。“智慧渔政”的监控第一时

间就发现了情况，把预警信息传回指挥中心，

十多分钟后，沅江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最近的执法中队就赶往了现场，固定

证据后将黄某抓获。

“在‘智慧渔政’系统搭建完成后，我们形

成了空中有无人机、洲上有监控塔、水面有人

巡逻的立体监控体系。”万威说。平台 2021 年

7 月试运行后，对违法捕捞行为形成了强大的

震慑作用。

靠摄像头、大数据监管湖面，执法人员尽

量减少进入核心区，成为洞庭湖沿岸区县的

共识。

在益阳市资阳区，“智慧渔政”的 25 个监

控站点覆盖辖区内资江、洞庭湖、甘溪港河等

25.3 万亩禁捕水域，成为禁捕退捕工作的有

力保障。位于资江畔的资阳渔政码头监控中

心，大屏幕上正更新着各流域监控点的实时

情况。“在全天候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我们重

点加强晚上 10 点至凌晨 3 点之间的巡查工

作。”资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郭智

高说。

水生态改善，居民生态
保护意识提升

自从 2020 年初宣传禁捕退捕工作以来，

不少曾经的渔民，如今也加入了保护珍稀鱼

类、鸟类的队伍。

“我从 1983 年就开始打鱼，大半辈子都在

问洞庭湖要资源。”华容县渔民付锦维说，“越

到后来越发现，再这么下去，靠水吃水都有吃

尽的一天。长江流域禁捕，我赞成！”

退捕之后，付锦维闲了下来。正好，渔

政部门需要扩充巡护力量，把禁捕工作落到

实处，就将一批熟悉水情岸况的退捕渔民聘

为“洞庭湖协巡员”。如今，付锦维和老伙计

们被编入渔政执法队伍，在湖岸上做着巡护

工作。一趟往返 32 公里，他们每天都得往返

好几趟，一边做水情岸况的巡查和记录，一

边留意各种疑似违法捕捞线索，随时向执法

部门报告；若发现有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

还需要协助执法人员固定证据，以便做好后

续处理。

“我们选择的都是对这片洞庭湖水域最

熟悉的老渔民，哪里鱼多，哪里容易发生违法

捕捞现象，他们最清楚。”华容县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立清告诉记者。

水生态和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环湖居

民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为鸟类提供了更加

适宜的生存空间。湖南省林业局近日组织

开展了洞庭湖区域水鸟同步调查，调查共设

置样点 150 个，记录到 2021 年冬天洞庭湖区

域 水 鸟 74 种 40.4 万 只 ，种 类 和 数 量 均 创

新高。

题图：渔政船在南洞庭湖巡逻。

廖 文摄（人民视觉）

下图：位于湖南沅江南洞庭湖的漉湖西

堤外洲。 沅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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