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时节，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峰起云

间，山色苍翠。

驱车从县城出发，绕过一座又一座山头，

40 分钟后到达云冰山景区。步行穿过近百米

长的铁索桥，记者走进位于景区内西峰岭之

巅的四海坪候鸟保护站。

“下方的山坳，是候鸟南迁北归的必经鸟

道。过去捕鸟，现在护鸟，换了种身份，多了

份责任。”浆洞瑶族乡上洞村村民张修强是四

海坪候鸟保护站的值守人员，“眼看着候鸟一

年比一年多，心里止不住地欢喜！”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九嶷山东麓，全县

范围内基本都是候鸟迁徙区域。湖南省 12 处

候鸟迁徙通道重点保护区域中，蓝山县占 3
处，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候鸟从这里过境。全

县曾有 2000 多人靠捕鸟卖鸟为生，张修强家

四兄弟也在其中。

2012 年 12 月，湖南省发文明确，加强候

鸟等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从那时起，蓝山县

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长效护鸟机

制，通过就业创业扶持、严厉打击非法猎捕等

有力举措，助力全县“捕鸟人”转型走新路，护

鸟成为全县共识。和张家兄弟一样，村民们

纷纷退捕，转产创业就业，过上安稳的小康

生活。

因“山岭重叠，荟蔚苍翠，浮空如蓝”而得

名的蓝山县，如今天更蓝，鸟更多。蓝山蓝，

万鸟飞，人鸟和谐相伴成为美丽风景。

禁 捕

来到四海坪候鸟保护站，记者发现这间

小屋三面临崖，透过“全景式”玻璃幕墙可以

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木勾勒出一条条狭

窄的山谷。这些看似普通的山坳坳，是鸟类

迁徙的重要通道。

“候鸟南北迁徙时，这里的每条山谷都是

鸟道。”张修强说，候鸟分批从蓝山县过境，天

气好的时候，常能看到它们一群群翱翔而过。

2012 年以前，蓝山县一些村捕鸟风气盛

行。尤其是候鸟迁徙通道周边的村庄，更是

将山坡划分成一块块“捕鸟地”。出生于 1971
年的张修强，14 岁就跟随三个哥哥开始捕鸟。

“那时，我们主要在夜里捕鸟。”张修强回

忆。捕鸟人一般会在夜里投射光束，等待候

鸟“自投罗网”。

“过去，捕鸟人布下‘天罗地网’，有的一

晚上甚至能捕捉几百斤候鸟。”蓝山县林业局

总工程师廖昌贵说。

每年两季迁徙期，一条条候鸟迁徙的“生

命通道”，就这样成为“生死关卡”。大量候鸟

被捕杀，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2012 年 10 月，国家

林业局下发了关于严防乱捕滥猎候鸟等野生

动物非法活动的紧急通知。

当年 12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

明确加强候鸟等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要求严

厉打击非法猎捕候鸟等野生动物行为，在猎

捕鸟类集中地段恢复森林植被，防止非法来

源的鸟类进入流通领域等。同时，构建县乡

村组和护林护鸟员上下联动的保护体系。

2013 年起，蓝山县先后下发关于禁止猎

捕野生鸟类的通告等多个文件，要求“捕鸟

人”禁捕退捕。

“第一步，便是走村入户，挨家挨户向乡

亲们宣传禁捕政策。”廖昌贵说。禁捕野生鸟

类 的 宣 传 单 发 至 上 洞 村 ，村 口 立 起 宣 传 标

语。当时张修强还十分不解，“千百年来都这

么干，为啥现在不行了？”他叫上二哥、三哥，

来到大哥张修任家一起商量。

“听政府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张修任是一名退伍军人，率先响应

号召。在他的带动下，兄弟几个决定不再捕

鸟，另谋出路。

此后，蓝山县持续深入开展护鸟宣传，并

打击了一批违法经营和猎捕野生动物行为，

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及时有力制止了

捕鸟卖鸟食鸟陋习。据统计，10 年来，蓝山县

共查处非法猎捕候鸟案件 20 起 24 人。

随着护鸟行动的持续开展，在这座位于

湘粤交界处、拥有 43 万人口的小县城，“生命

通道”重新打开，过境候鸟从此自由迁徙。

转 产

张家兄弟退捕后，如何谋生？

上洞村距离云冰山，不过半小时车程。

穿过张修任家的小院，记者看到，几栋鸟舍整

齐排列，他养殖的 3000 多只白鹇，居住在宽敞

明亮的“房间”里。如今，张大哥是远近闻名

的养殖大户。

“退捕前，我就开始尝试养殖。退捕后，

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林下特种养殖。从四

只白鹇起步，逐渐扩大到今天的规模。”张修

任告诉记者，这些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帮助

支持。

早在 2010 年，张修任就瞄准了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白鹇。他办好特种养殖证，在自家

后山创办养殖合作社，并购入两对白鹇幼鸟

试水。两年后，好不容易收获了五颗白鹇蛋，

成功孵出幼鸟却都没养活。

“小白鹇出生三五天，就开始用喙梳理羽

毛。它们的上喙尖如弯钩，常常把自己啄伤，

导致生病死亡。”张修任说，发愁之际，恰巧蓝

山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股长蒋从武上门

走访，了解退捕人员遇到的困难。

很快，蒋从武帮忙对接了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杨道德。杨

道德传授了一项“炙喙”小技巧：用烧红的金

属在白鹇的上喙处烫一秒钟，让尖锐的上喙

变得粗钝，小白鹇梳理羽毛时就不容易啄伤

自己了。

这个办法十分奏效，小白鹇的存活率很

快提升至七八成。有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张

修任逐步扩大了养殖规模。

2017 年，白鹇销售迎来高峰，一年纯收入

有 100 多万元。当年，在蓝山县林业局的推荐

下，张修任创办的蓝山县国辉禽类养殖专业

合作社获得湖南省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称号，

还分别获得了省林业局和蓝山县政府的 10 万

元和 5 万元奖励。

“过去捕鸟是为了生活。禁捕不能一禁

了之，而要解决退捕人员的长远生计问题，帮

助他们解决创业就业的困难，让他们拥有稳

定的营生，避免重操旧业。”蒋从武告诉记者，

2012 年起，蓝山县林业局多措并举，助力退出

捕鸟人员转产创业就业。

大哥带头转型，其他三兄弟也各显身手。

在浆洞瑶族乡的主街上，老二张修文一

家开办了品类齐全的超市，销售百货、食品以

及自家制作的腊肉等。头脑活络的他，还买

了辆小货车，每天开车送货下乡，让不方便出

行的乡亲能就近买到生活必需品。如今收入

稳定，日子甜美。

老三张修武，在林业部门的引导下，发展

林下种植。他陆续流转了 70 多亩旱地，请来

27 个村民帮工，种植野西瓜这一中药材，每亩

每年纯利润有 7000 多元。眼下，野西瓜长势

良好。县林业局向省里申报了设施林业项

目，这片野西瓜地也包含在内。

老 四 张 修 强 两 口 子 ，则 吃 上 了“ 旅 游

饭”。2017 年，蓝山县开发云冰山旅游景区，

县林业局推荐上百名退出捕鸟人员来到景区

务工，他们俩名列其中。在县林业局组织的

培训中，张修强掌握了森林树木管护的专业

技术知识，负责景区绿化等后勤工作；他爱人

在景区酒店负责客房保洁。

近年来，蓝山县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

施，给予退出捕鸟人员生态补偿，包括强化技

能培训、扶持自主创业、优先推荐就业等，持

续解决退出捕鸟人员的生计问题。同时，县、

乡两级对退出捕鸟人员进行走访，对他们发

展产业和生活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开展精准

帮扶。

“过去捕鸟时，常常在天寒地冻中忙碌整

个通宵。如今大家日子安稳，收入也增加了，

谁还想回到过去呢？”张修任说，即便受到疫

情影响，去年养殖合作社的纯利润也有 20 多

万元。

守 护

这些年，张修强多了一重护鸟员身份。

2018 年，县林业局联合云冰山景区，设

立四海坪候鸟保护站。这里视野开阔，光线

通透，驻足窗口就能看到山下的情况。看中

张修强长期在景区工作、熟悉候鸟的生活习

性等优势，县林业局将其聘任为候鸟保护站

值守人员。

每到候鸟迁徙高峰期，张修强就和林业

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夜夜巡护在捕鸟重点区

域，拆除捕鸟网具，阻止猎捕行为，常常要忙

碌到凌晨两三点。为方便夜间护鸟巡逻，他

干脆扛起铺盖卷，住进候鸟观测站。

去年 11 月候鸟南飞时，张修强在云冰山

巡查，看到过去的捕鸟能手盘大哥带着鸟网

往山里去，他立马制止，批评教育。张修强了

解到，禁捕这些年，盘大哥没有稳定工作，每

年收入只有两万元。久而久之，他有了铤而

走险重回捕鸟老路的打算。因此，张修强为

他留意起了务工机会。

今年刚过完年，张修强就来到云冰山脚下

的茶源坪村，宣讲禁捕候鸟政策。他还特意来

到盘大哥家推荐工作：“我爱人的侄儿在广东

连州市一家石材厂管事，那里需要负责装卸石

头的工人，每月工资六七千块钱。连州市离我

们这只有 40分钟车程，回家探亲也方便！”

盘大哥来了兴趣，一口应下来。元宵节

当天，盘大哥搭乘班车，奔赴新生活。张修强

也舒了一口气，“闲在家里的退捕人员找到工

作，护鸟的压力就小多了。”

“护鸟不只是在候鸟迁徙季。平时有空，

我们就会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开展宣传走

访，帮助有困难的退出捕鸟人员再就业，从源

头 上 减 少 非 法 猎 捕 的 发 生 。”张 修 强 告 诉

记者。

“保护候鸟迁徙，是一项长期工作，光靠

行政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社会大众积

极参与。”蓝山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邓从

章说。

邓从章介绍，蓝山县构建起县、乡、村三

级护鸟体系，分别在包括四海坪在内的 3 处候

鸟迁徙通道重点保护区域设置候鸟保护站，

聘请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退出捕鸟人员担任

值守人员，进行巡山护鸟。同时发动成立了

村级护鸟队，迁徙期队员轮流值守在上山捕

鸟的“卡口”。县林业部门按每人每天 60 元的

标准，给护鸟队员发放劳务补贴，对护鸟队日

常工作进行规范管理。

“最初的护鸟队里，都是过去一起捕鸟的

老面孔，后来，更多人自发参与进来。大家不

是为那几个钱，就是想摘掉过去捕鸟的‘丑帽

子’，为蓝山县的良好生态正名。”张修强告诉

记者。

护鸟，守住了生态，也护出了效益。如

今，云冰山景区的摄像头经常能拍到候鸟迁

飞的画面，翩跹的候鸟已成为当地独特的旅

游资源。旅游火爆，又带动了村民增收，目前

共有 200 余名村民在景区务工。

政贵有恒。10 年来，人与候鸟和谐相处，

在蓝山县已深入人心。这两年，当地还发生

了为候鸟熄灯的故事。

原来，过境蓝山县的候鸟这些年逐渐增

多，但城市明亮的灯光会让少数候鸟迷失方

向。蓝山县制定了“为候鸟关灯”计划。2021
年 9 月 22 日起约两个月时间，晚上 9 点后，全

县 关 闭 15 米 以 上 的 路 灯 、25 米 以 上 的 高 杆

灯。同时，倡导县城内有射灯和霓虹灯装置

的商户适时关灯，避免扰乱候鸟迁徙。

“在全社会的支持下，候鸟保护的声音越

来越响亮。”邓从章说，据统计，蓝山县现有野

生鸟类 120 多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

20 余种。下一步，县林业局将引导更多村民

自愿自觉保护候鸟。

“ 像 保 护 眼 睛 一 样 保 护 自 然 和 生 态 环

境”。退捕护鸟让蓝山县生态向好，也为蓝山

县绿色发展蹚出一条康庄大道。

图①：蓝山县浆洞瑶族乡云冰山，护鸟执

法队在巡山。 杨雄春摄（人民视觉）

图②：群鸟从蓝山县所城镇舜河村飞过。

彭 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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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全县范围内基本为候鸟迁徙
区，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候鸟
翱翔过境。

曾经，这里捕鸟卖鸟成
风。2013 年起实施禁捕以
来，当地探索建立长效护鸟
机制，推动发展转型。

十年来，“捕鸟人”成了
“护鸟人”，人鸟和谐成为蓝
山美丽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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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3月 27日电 （记者沈文敏）在日前举行的

上海市产业技术创新大会上，张江、临港和大零号湾三家

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获得授牌。未来产业先导区将在制

度创新、政策供给、成果转化、示范应用等方面发挥先导

引领作用，目标到 2030 年，三家先导区未来产业规模合

计达到 4000 亿元。

经过 20 余年发展，上海已经形成以 100 家国家级为

引领、915 家市级为骨干、2000 余家区级为支撑的企业技

术中心三级创新网络。目前，上海已在集成电路、智能传

感器领域创建了 2 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智能网

联汽车、增材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先进激光技术、燃气轮

机、高端医疗装备、船舶动力、超导、先进技术纺织品和智

慧医疗等领域认定了 10 家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在载运

核心装备与轻量化智能制造、电子化学品、航空机载系

统、商用航空发动机、大飞机和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筹建了

6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上海首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授牌
到2030年规模合计达4000亿元

本版责编：唐露薇 臧春蕾 邓剑洋

本报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丁雅诵）近日，教育部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校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

暂行办法》，从财务管理体制、资金筹集、资金营运、资产

和负债管理、收益分配、财务清算、财务监督等方面作出

规定，旨在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活动，有效防

控经济活动风险，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保障学

生、家长、从业人员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该办法对校外培训机构财务活动提出了全面规范要

求。一是资金筹集方面，明确了举办者的出资义务和不

得抽逃出资的要求，同时禁止上市公司、外商投资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禁止中小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

培训机构。二是资金营运方面，对校外培训机构收入归

口、预收费监管、合同签订和退费做出规定，强调其融资

及培训服务费收入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要建立大额资

金支付决策制度，明确大额资金支出的程序、方式、规

则。三是资产和负债管理方面，强调要维护资产安全与

完整，禁止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明确培训机

构申请贷款的使用方向，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四是

收益分配方面，明确了培训机构净资产（利润）的使用与

分配方式，强调非营利性培训机构举办者不得分红或取

得其他投资收益。五是财务清算方面，规定了培训机构

的清算情形、清算主体、剩余财产清偿顺序和支配，要求

首先清偿应退学生培训费。

五部门发文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

下水井底，白玉晶蜷缩着

身子，正在疏通堵塞管道……

在排水清掏岗位上工作 24 年，

白玉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今年 46 岁的白玉晶，现任

吉林省辽源市水务集团公司供

排水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护队

队长，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多

项荣誉。

因常接到居民求助解决排

水问题，白玉晶自 2009 年任排

水维护队队长后，便号召队里 3
名党员成立志愿服务组，带着

队员保障起不属于他们工作范

围的社区管网，做起志愿服务。

在 辽 源 市 兴 医 胡 同 ，有 5
座居民楼属于老旧小区。走进

胡同，15 个下水井分布在近百

米长的一条小路上，沥青路面

全是补丁。“井井间连通，一井

堵，全跟着冒水。要查清哪里

堵，得一个个摸排。”白玉晶说。

队友依次打开井盖，用水车

进行疏通。这个时候，白玉晶抢

着穿上连体防水皮裤，等待下井

清掏，“我是队长，就得领头干

活，干不动了你们再上。”

常年下井作业让白玉晶摸

索出一套作业流程。系好安全

绳，白玉晶先坐在井口，双手撑

着井沿，身体直立起来，双脚在井壁上寻找可供支撑的微

小凸起，慢慢摸索着下到近 3 米深的井里，井底的积水混

着污物没到膝盖。接过队友用绳子送下来的工具，白玉

晶跪在井底，后背靠住井壁，用小铁锹铲、用钩子挠，甚至

徒手扒，把井底和连接管口一点点清理干净。

队友们放下铁桶，将淤积物清运上来。近半个小时，

清理出十余桶淤积物，冰凉的污水混着湿热的汗水浸透

白玉晶的衣服。“凉得厉害，回去会拉肚子。”队友张莉告

诉记者，白玉晶身上的风湿、关节炎都是老毛病了。

一口井清理完，白玉晶爬出来，再下另外一口井。连

续作业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白玉晶曾因体力不支，爬上

爬下时一屁股坐回井底，从腰部到后背都磕碰得青紫。

一次志愿服务，白玉晶从下午 1 点忙活到傍晚 5 点，

终于，淤堵的井位清掏结束。白玉晶松了口气，“大伙不

用闻着臭水过日子啦。”

如今，市里大多数社区都有白玉晶的联系方式，有需

要能随时联系她。“咱们成了小区居民的依靠，大伙信任

咱，咱们就当好服务员。”白玉晶带领队友任劳任怨。

随着志愿服务范围不断扩大，白玉晶志愿服务组人

数增加到 14 人，先后改造了 200 多栋楼房的排水管线，为

10 多个社区清掏、疏通楼房排水管线 3000 余次。“用我一

身脏，换来万家净，值得！”白玉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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