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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位于吉林省珲春市的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腹地，十分静谧。在这里，通过一

部手机，便能掌握哪些区域最近出现了东北

虎、东北豹、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这得益于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

系统。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实现了野外

东北虎豹视频的实时回传，这种全新的国家

公园自然资源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模式，可以

更好助力国家公园建设。”国家林草局东北虎

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虎

豹研究团队野外工作负责人冯利民说。

开展科研合作，探索
建立“天地空”一体化监测
系统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所在区域多为崇山

峻岭，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冯

利民说，自 2005 年起的 10 年时间内，北京师

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在吉林、黑龙江东部的

深山密林间，安装了 3000 台红外相机。

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北京师范大

学虎豹研究团队创建者葛剑平教授，也在反

复思索更加适应相关保护工作的技术支撑。

2016 年秋天，葛剑平带领冯利民等团队成员，

开车在如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

“转悠”。

“整整 7 天，穿行山林，到森林中找答案。”

冯利民回忆，一路上，沿途都竖立着一种“黑

杆”。大家下车观察，发现这些“黑杆”是广播

电视“村村通”工程中为了光纤入户而架设

的。“感觉‘钥匙’一下就找到了。”冯利民说，

光纤体系覆盖广泛，意味着国家公园信息化

拥有了现成的“高速公路主干道”。

合作很快开始，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

团队和相关传媒单位进行跨学科创新性技术

研发，同时联合国内数十家高新技术公司，最

终探索出 700 兆赫兹无线频段在森林环境成

功的适配应用，完成了实时传输生态监测设

备、终端通信模组和接口、管理平台等一系列

关键组件和设备的研发。

从 2018 年 2 月开通以来，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自然资源监测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逐步发展成全面覆盖的“天地空”一体化监测

系统。

进山路上，冯利民指着远处山头上的一

座塔说，这是过去的林业防火观测塔，现在

装配上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

化监测系统的基站天线。目前建成的 95 个

基站，有 60 多个是利用了已有的林业防火观

测塔，不仅节省了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最大

程度保护植被。同时，这个系统也搭载和集

成了防火电子眼，可以实现全天候无人智能

值守。

截至目前，“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已

安装可实时传输的无线红外相机等野外监测

终端 2 万余台，共实时传输和识别东北虎、东

北豹影像超过 3 万次。

维护监测系统，提高
日常巡护和管理效率

晨光熹微，珲春市春化镇四道沟村村民

韩昌学已经背起背包，带上饭盒和水壶，和同

村的几位村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们每天

一早出发巡护，下午两三点回来。”韩昌学说。

种了几十年地的韩昌学，去年加入村里

组织的农民巡护队，成为一名巡护员。经过

专业培训，他已经可以熟练地清除猎套、辨认

动物活动轨迹，参与和协助研究团队进行一

些科研工作。

“就在前几天，我们在山里巡护时，听到

了豹子的叫声。”韩昌学说，“我们立即停下

来，慢慢向后退出这片山林。”韩昌学表示，巡

护的意义在于保护野生动物，当然也要保护

好自己的安全。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6800 多名巡护员

穿梭密林，保护野生动物。越来越多的当地

群众也加入进来，守护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有效提高了日

常巡护和管理效率。联合调度指挥中心可以

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结果，发出多个监测和管

理指令，帮助多支野外一线队伍按照指令、有

条不紊地完成相关任务。“近年来，我们参与大

大小小维护工作共 580 余次，维修和更换野外

数字通信设备、基站天线、供电设备，全面保证

监测系统运行正常。”承担“天地空”一体化监

测系统维护工作的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

通过科技力量，实现
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双赢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经常能看到“虎

豹出没，注意安全”的警示牌。

在一棵粗壮的大树旁，记者发现了架设

于此的红外相机。“为保护村民生活生产安

全，我们会在村子周围虎豹可能出没的区域

架设红外相机等设备，给村民实时预警。”冯

利民表示。

珲春市春化镇四道沟村外的软枣猕猴桃

种植产业示范园附近，也布控着红外相机。

2017 年，四道沟村在镇上扶持下，依托延边大

学提供的技术指导，种起了软枣猕猴桃。“这

里从前是荒地，现在是村里的重要产业。”村

支书谭长吉拿出手机说，有了实时监控，在家

就能实时看到果园动态，当有虎、豹等野生动

物经过时，也能得到预警。

“国家公园建设可以通过科技的力量，实

现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双赢。”冯利民说。自

建成以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

化监测系统已经产生海量的监测数据，这些

数据将为下一步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开展自然

教育、休闲体验等活动提供丰富的资源，为当

地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等可持续性产业提供强

大助力。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监

测系统的建成，为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

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葛剑平介绍，该系统已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

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自然保护地科技支

撑模式，现在已经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南热

带 雨 林 国 家 公 园 等 自 然 保 护 地 逐 步 推 广

应用。

在科技守护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

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正在快速

增长。东北虎和东北豹的数量由 2015 年的

27 只和 42 只，分别增长至当前的 50 只和 60
只以上，东北虎幼崽成年率由试点前的 33%
上升至目前的 50%以上。

图①：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冬景。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图②：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珲春市林业

局巡护队巡护员在调试监测相机。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科技守护 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孟海鹰 郑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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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11月 21日电 （肖家鑫、姜涵）山东省胶州市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健全完善组织体系，实行上下游联

治、左右岸共治、点和面同治，对多条河道进行排查整治，为

所有河道建立档案，形成“一河一档”“一湖一档”，河湖实现

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

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一方面强化

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河道管理保护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方

面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关心河道、爱护河道、保护河道的

良好氛围，努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河道。同时，胶东

街道通过建设“智慧河长”平台，将手机 APP、无人机等运用到

水环境监测管理工作中，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治理效果。

山东胶州全面落实河湖长制

本报贵阳 11月 21日电 （记者陈隽逸）《贵州省碳达峰

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提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0%左右，到 2030 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确保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

《方案》提出，将碳达峰目标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和各领域，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

碳 增 效 行 动 、产 业 绿 色 低 碳 提 升 行 动 等“ 碳 达 峰 十 大 行

动”。《方案》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保障措施，如建立统计核

算体系，构建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法规体系，加大对绿色

低碳领域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补贴力

度等。

贵州部署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

本报北京 11月 21日电 （记者李红

梅）近日南方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各地抢

抓时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截至 18 日，

各地累计人工增雨约 4 亿立方米。在自

然降水和人工增雨共同作用下，南方干

旱面积显著减少，森林火险高风险等级

地区全面降级。中央气象台于 16 日 18
时解除持续了 90 天的气象干旱预警。

中国气象局统计，15 日至 18 日，广

西、安徽、江西、湖南共开展人影飞机作

业 16 架 次 ，累 计 飞 行 60 小 时 48 分 ；湖

南、江西、广西等地共组织地面增雨作业

1005 次。初步估算，此次人工增雨影响

面积约 80 万平方公里，累计增加降雨约

4 亿立方米。

中央气象台气象干旱和土壤墒情

监测显示，江西、福建基本已无重旱和

特旱，湖南、湖北等地特旱范围较前期

明显缩小；江西、湖南东部、浙江等地土

壤表墒显著改善，墒情以适宜为主。

21 日凌晨，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

北部、黑龙江、吉林西部等地出现 4—8 摄

氏度降温，局地降温 10—20摄氏度。中央

气象台预计，未来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气温

难有明显回升，温度较低。华南地区将有

明显降雨，预计 23日至 25日，华南中东部

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1日夜间

至 22日白天，安徽、江苏、浙江北部部分地

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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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横
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森林
覆盖率达 97.74%，自去年
10月正式设立以来，公园内
虎豹种群分布范围和数量
实现稳定增长。近年来，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不断推动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
建设，探索出国家公园自然
资源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模
式，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民
生改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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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本报深圳 11 月 21 日电 （记者洪秋婷）近日，全国节

约用水办公室、广东省水利厅、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首届全国节水创新发展大会，采取“线上+线下”方式，

在北京和深圳召开。本次大会以“节水优先、产业驱动、

绿色发展”为主题，旨在总结贯彻“节水优先”方针取得的

成效及经验，分享节水最佳实践，学习国内外先进节水理

念、技术和产品，研讨节水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加速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

近年来，水利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节水重大

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深入实施国家节水

行动，全国水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深层次变革，把科技作为推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性、战略性支撑，将科技创新引领

作为国家节水行动六大重点行动之一，以创新驱动节水科

技与产业实现蓬勃发展。

首届全国节水创新发展大会召开

!!"!

#$%&'()*+,-./01234567
89:;8<8=>?&@ABCD/EFGHIJ
K&LMNOPQR&ISTUVWXYZ[\BC]
^Z_`5abc&de*+4fghijklmno
pqrstUuvw,=xyz{&f|hi8}6
~Zf!BCn"#$-.%

!"#$%&'()*+,-.-.&'BC(
)*+&,'-$./0b12&3w456748
9:F;<&=>'()86?@4ABCBCDE
FGH&IJKLBCMNhiOv/PQJfK6
RSTUVW6RXYZ[GH\hi]^&KL_
`6abSgD'()_`6abSgU3w46
)_6Xcyd effg&=hKLi6jophic
y\k/l&mfme$=h4nKopqr=%

/012%34*+56789.&'4s8t
6uv@=4t4L'wLw=nxyzp*+&-.
/{FfK6RSTUVW6RXYZ[GHZ'
()86?@4ABCBCDEFGH&|}12
6~'!!"#[>$%H&x&'|hi()B

C5*D+4,?,-%./0NoZ16Z23B
4Gn567&-./-XYf!8:VWj9V
WZ[:;&<BCL=>"#?=&/@BCA9
-.BC&D=fK456789:;8<8=12
I$5_nEF&G7WZ-HW=h'(j9VW
vIJ%

:7;<%=>*+&'?@$.#$%&-.
/KLMNkBCROBPQRlbST>UVW&XF
BCPYZR1s[\&]BCPYZR1sJ>-
.5aEFn^_HDE|H%mfmf$&-.`
abBCPYZR1scadefghijkl&
mGKBCROnoZRU&.pqBC()
(P7r3s[%mfme$tu&-.vw
LMNx&abmy&G3LzNDLMN{
bSZ{h|Z{aba}&.a}~g!
D5aEF"#%5678J>$%
&(nLM4;'$(=&:()*
+ZP,-.n/04LR=%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