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边，北极村景区游人如织；北边，黑

龙江蜿蜒奔腾。 2014 年，黑龙江大兴安岭

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走上转

型发展之路。近 10 年过去，黑龙江漠河林

场 活 立 木 总 蓄 积 量 、森 林 面 积 、森 林 覆 盖

率 实 现“ 三 增 长 ”，林 下 种 植 业 、养 殖 业 随

之茁壮成长，秋日的绿水青山间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果菌药菜，林下经济蓬勃发展

沿着 331 国道前行，两侧层林尽染，斑

驳林海直插蓝天。往森林深处走去，一步

一景，红豆、刺五加散落其间，朵朵菌菇不

时出现在脚下，形态各异，清香袭来。

漠河林场小北沟管护站就在国道旁，站

长卢全林和同事们刚刚巡护归来。顺着卢

全林的指点，可见参天树木下正铺着一张防

晒网，下面朵朵灵芝撑起棕黄色的“小伞”。

不远处，菌包整齐排列，一朵朵厚实的黑木

耳已破袋而出。“这里是管护站试种的灵芝

田，基本采摘完了，那边的木耳明年开春后

再采收。”卢全林说，“灵芝、木耳，再加上林

下鸡，卖给路过的游客就供不应求，管护站

一年能增收 3 万多元。”

在漠河林场工作近 40 年，卢全林经历

了从油锯手到巡护员、再到从事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转变。在林下空地试种林菌、林药，

正是他和同事们的尝试，在漠河林场的其他

管护站，也在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林下经济。

记者走上一片林坡，100 多个蜂箱嗡嗡

作响。这里是漠河林场野花蜂业养殖专业

合作社，林场职工孟庆生拎着一桶白糖水，

逐一打开蜂箱，把糖水投喂进饲喂器，“如今

放白糖水，是为了让蜜蜂们更好度过冬天。

等到夏天，漫山遍野的雪菊花、金莲花、刺五

加花开放时，全靠它们产出浓郁清甜的百花

蜜呢！”在林场的场地和人力支持下，孟庆生

与 5 名同事目前饲养蜜蜂 200 余箱，年利润

达 10 余万元。

“我们通过种灵芝、养菌、养蜂、养鸡等

方式，已经带动林场职工人均增加年收入 1
万多元。”漠河林场党委书记高洪文说。

蓬勃发展的林下经济，为旅游业发展增

添亮色。秋日风景正好，北极村景区内游人

如织。中午时分，林场职工谢志华和爱人顾

秀清在自家开的农家乐里忙着上菜收桌。

走进客房，碎花布铺的大炕，树枝杈拼成的

壁画，吸引着游客的目光。

“这里水清空气好，虫多草又嫩，林下鸡

膘肥体壮，很受游客欢迎。”谢志华两口子做饭

炒菜都是好手，野菜包子、林下鸡炖蘑菇……

鲜美的山野味道引来不少回头客，“7、8 月

时可以上山采蓝莓，9 月野生蘑菇就长出来

了 ，游 客 们 还 能 体 验 采 摘 的 乐 趣 。”谢 志

华说。

精细管理，用心守护森林资源

兴安落叶松、红松、白桦等拔地参天，兴

安杜鹃、杜香、黄芪等散落林下。8000 余种

野生植物在这里生长，还有马鹿、紫貂、水

獭、棕熊等 300 余种野生动物活跃在林间。

记者走进茂密的红松林，松鼠爬树，野

兔跑跳，偶尔可见远处的狍子一闪而过。捧

起一片杜香，清香扑鼻，平添秋日清爽。

这片美丽景色，正是 10 年前的荒坡通

过补植补造而成，而守护好这片森林，更需

要日复一日的精细管理。

揣上 GPS 定位设备，背上无人机，漠河

林场生产股股长李柏楠走向树林深处。眼

下正值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期，李柏楠带领

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林间穿行监测。

一棵叶片发黑的树木，让李柏楠停下脚

步。“看得出不是风折木，原因需要调查。”李

柏楠拿出手机，拍照、定位、上传，“之后会有

专门小班取样分析，出具鉴定报告。”漠河林

场设置松材线虫、柳沫蝉、稠李巢蛾监测标

准地 3 块，病虫害防治线路踏查面积达 500
亩，而难以踏查的树林深处，也会通过无人

机保持监测。

最近重点防治病虫害，还要为接下来的

森林抚育做好准备。再有一个月，李柏楠就

要带队进山，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完成几千

亩的森林抚育任务。“那时候就要支起棉帐

篷 ，木 杆 铺 床 铺 ，架 上 大 铁 锅 ，24 小 时 守

着。”他说。

据李柏楠介绍，抚育需要“三排人”：一排

油锯手、一排割灌手、一排整理枝丫的工人，

“三排人接续走完，一片林子明显通透干净

了，5年后再看，这样抚育过的树林与天然生

长的树林相比，树木长得更高、更粗壮。”

“年复一年，对这些树也有了感情。瞅

着它们从碗口粗长到盆口粗，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有 30 余年工作经验的营林工人邹庆

河说。

加强巡查，排除隐患护好家底

眼下气候干燥，正是森林防火巡查的关

键时期。漠河林场巡护队和管护站工作人

员兵分三路，清山、清河、清支线，仔细巡查、

排除隐患。

“上山采菌子？无证人员禁止入山。”发

现有人进山，带队的漠河林场副场长孙志成

随即出面劝离山林，“即使是小烟头也可能

引发火情，眼下重要的就是防患于未然。”

目前，漠河林场 40 多名扑灭火队队员

严阵以待，24 小时集中食宿，同时密集开展

体能、技能训练。林场扑灭火队大队长齐永

刚说，通过多样化的训练，确保一旦有火情，

5 分钟内全员集结出发，做到“打早、打小、

打了”。

“以往人工瞭望、罗盘定位、电话沟通，

误差很大。”齐永刚介绍。如今，在漠河林场

防火中心，近七成的林区在大屏幕上一览无

余，高空摄像头通过 24 小时旋转进行热成

像监测，能第一时间捕捉起火点，将经纬坐

标推送至扑灭火队队员们的手机上。

“森林就是林场人的家园，我们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都有浓厚的感情，守护好这座

‘大宝库’，就是我们林场人最欣慰的事。”高

洪文眼中充满希望。

图①：8 月底，漠河林场内的野生蓝莓。

漠河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秋日的漠河林场层林尽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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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漠河林场秋天的一处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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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不同类群
能发现新物种的概率存
在很大差异。某个学科
或类群领域分类学者的
多少，也会直接影响新物
种的发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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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正式

发布，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黄岗山

区域发现蝶类新物种——黄岗山白灰蝶。

很 多 人 好 奇 ，哪 里 更 容 易 找 到 新 物

种？事实上，对分类学者来说，与其说是找

到新物种，不如说是碰到新物种。新物种

的 发 现 往 往 并 非 按 图 索 骥 ，而 是 意 外 之

喜。在阅读文献、野外调查、查阅图片或者

研究标本时，分类学者偶尔会发现某份标

本或者个体跟之前的记录不一样，进而通

过形态学比较或者分子测序手段确认该物

种是否属于新的物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分类学者往

往会一次性发表多个新物种。因为只有熟

悉“旧物种”，才能发现新物种；全面掌握某

些类群“旧物种”的特征后，更容易确认某

个潜在新种是否真正属于新物种。为了开展物种分类研究，分类

学者会对某一个类群或者某几个相关类群开展系统研究。随着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不少学者为了研究某一类群的物种进

化、系统发育及亲缘关系，会对该类群物种的样本进行测序，测序

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现某些标本跟已知物种完全不同，进而再确认

是否属于未发表的新物种。有些物种形态特征几乎一模一样，可

分子测序却发现并不属于同一个物种。这一过程中，偶尔能够发

现比新种更难被发现的新属甚至新科；不过，也经常出现不同的

物种被合并为同一物种的情况，所以，对物种分类的研究并不意

味着一定是加法，也可能是减法。

判断是否为同一个物种并非只有科研价值，还会直接影响物

种保护策略，当一个物种被分为多个物种后，有的物种个体数量

骤降，这就需要得到更强有力的保护。此外，不同物种意味着不

同的基因、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化合物，还会影响未来资源利用。

其实，不同区域、不同类群能发现新物种的概率存在很大差

异。在我国，横断山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差异大，存在大量狭域

分布物种，加上此前物种调查不够充分，发现新物种的数量也远

高于东部地区。而从类群上看，兰科、苦苣苔科等草本植物类群

个体较小、生境特化，发现新物种的概率也就相对高些；高大乔

木更加显眼，更容易被分类学者关注，想要再发现新物种就非常

难。而在动物界，相对于大型兽类和鸟类，发现新的昆虫物种就

要容易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某个学科或类群领域分类学者的

多少，也会直接影响新物种的发现数量。

根据国际物种命名法规，新物种的发现者对物种命名起关键

作用，业内主流的做法是根据物种主要形态特征、模式产地的地名

来命名，透过物种名称就能区别物种特征或者分布区域，更有利于

后来者开展后续研究，便于物种的保护利用。也有部分学者为了

纪念、致敬或感谢植物学领域的权威学者而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报记者杨

文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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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5日电 （王浩、杨丹露）水利部近日发布的

《关于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35 年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良性运行的管护机制进一步完善，基本实现农

村供水现代化。

《指导意见》明确，力争通过 3 至 5 年时间，初步形成体系布局

完善、设施集约安全、管护规范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农村供水高

质量发展格局。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以及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

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明显提升，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

造水平全面提升，24 小时供水工程比例、计量收费工程比例大幅

提升；农村供水水质总体达到当地县城供水水质水平；农村供水工

程全面实现县域统管，供水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长效

管护体制机制逐步确立。

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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