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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广东茂名高州市，车一驶上根子

镇 的 蜿 蜒 山 路 ，就 被 茂 密 的 荔 枝 树 包 围

了。号称“活的荔枝博物馆”的根子贡园，

就藏身在这一片葱茏绿意中。

走进园内，只见株株参天古树枝干遒

劲，历经岁月沧桑更显千姿百态；林荫小道

穿插其间，有游客边观赏边拍照。“园内有

95 株 百 年 以 上 的 古 树 ，平 均 树 龄 超 370
年。其中树龄 500 年以上的古荔枝树 30
棵、1000 年以上的 9 棵……个顶个都是宝

啊！”高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张艺说。

把古荔枝树当成宝，在茂名有深厚的

传统。茂名有 2200 多年的荔枝种植历史，

全 市 有 树 龄 500 年 以 上 的 荔 枝 树 约 1000
棵，最高树龄超 1900 年。近年来，古荔枝

树的保护，有了更新的技术手段、更多人的

参与和更完善的体系。经过科学调查，高

州共为 2023 株古荔枝树登记建档，划定生

长较为集中的荔枝古树群 26 个。其中，根

子 镇 古 树 群 入 选 全 国 100 个“ 最 美 古 树

群”。当地对古荔枝树群实行整体保护，按

照树龄对应的保护级别对古荔枝树采取保

护措施。

在根子贡园，每株百年以上的古荔枝

树都挂上了“身份证”。扫一扫二维码，品

种、树龄、管护单位、监护人等信息清楚明

白。树冠下的茂名市荔枝产业大数据平台

设备，借助广东移动“5G+物联网”定时收

集土壤、气候、虫情等数据并实时上报，经

专家分析后输出科学的指导信息，帮助古

树管理单位和监护人对古荔枝树进行生长

养护、病虫害防治和正确施用药肥。

2022 年，高州市政府投入 3500 万元，

一次性将这些古树流转过来，交由广东果

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保护管理。“市里组

建 了 拥 有 27 名 专 家 的 专 家 库 ，‘ 一 树 一

策’对重点保护的古荔枝树开展现场诊断

和救治指导；此外，还有一支 16 名长期种

植荔枝、在培养养护上具有丰富经验的资

深荔农组成的‘古树守护人’队伍常年参

与古荔枝树养护管理、抢救复壮。”广东果

乡集团贡园管理负责人邓玉华指了指根子

镇柏桥村荔枝种植能手何树志，“喏，他就

是‘古树守护人’。”

有一次，何树志在巡园时，发现自己的

一棵“责任树”——一株 1300 年的白糖罂

荔枝树的树芯底部出现了一片白色粉末。

凭借多年种荔经验，何树志认为可能是病

虫害，但又不清楚原因，便第一时间把情况

上报。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是白蚁导致

的。很快，采取专业的白蚁防治措施后，老

树恢复健康。

“自 2018 年古树登记建档完成以来，

高州市没有一株古树名木因病虫害或人为

损害而死亡。”张艺说。

别看这些树年代久了，每年都能硕果

累累，少的三四百斤，多的七八百斤，还特

别甜。在当地创新推广的“荔枝定制”模式

中，古树往往获得更多的青睐。

苍劲挺拔、郁郁葱葱的古树不仅美了

乡村环境，寄托着人们的乡愁，还蕴藏着新

的“财富密码”：目前，高州市已建成古荔枝

树小公园 5 个，形成以古荔枝树为主题的

旅游景点 20 多个。以景观大道、根子河碧

道为主轴的“甜美果海”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示范带，将文旅景点串珠成链，年吸引游客

超 200 万人次。“文化+荔枝”“旅游+荔枝”

的融合发展模式在探索中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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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为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

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开展长江水域突出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平

安长江”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涉渔、涉砂、涉水运物流犯罪，

依法整治长江水运秩序。2023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涉

江刑事案件 65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1 万余人，打掉团伙

815 个，整治重点水域 5100 余处，有力维护了长江水域经济安

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

据了解，针对涉渔违法犯罪突出问题，沿江各地和长航公

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加大

打击整治力度。为了对团伙化、链条化案件进行集中打击，公

安部先后挂牌督办重点案件 28 起。2023 年 8 月至 9 月，公安部

组织开展湘鄂赣皖打击非法捕捞区域会战，向区域性非法捕

捞 突 出 问 题 发 起 凌 厉 攻 势 ，重 点 区 域 涉 渔 刑 事 发 案 显 著 下

降。同时，紧盯重点物种非法捕捞销售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

联合农业农村部部署上海、江苏、浙江三地开展为期 2 个月的

长江刀鲚非法捕捞销售专项执法行动，破获涉渔案件 81 起，坚

决铲除非法捕捞、收购、加工、销售长江刀鲚等珍贵、濒危水生

野生动物的地下链条。

针对长江非法采砂犯罪，公安机关紧盯“改、采、运、驳、销、

用”六环节，紧抓“人、船、砂、证、账、案”六要素，持续开展强力打

击。2023 年，共侦破长江非法采砂类刑事案件 232 起，打掉违法

犯罪团伙 110 个，涉案金额 2.5 亿元。经过多地公安机关连续奋

战，一批辐射多地的组织化犯罪重大案件被成功侦破，对涉砂违

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

去年破获涉江刑事案件 6500余起，
打掉犯罪团伙815个

“平安长江”行动成效显著

在青海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雪）作业

持续开展；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安民乡，

大毛岘背星辰山观星营地清风做伴、星河璀

璨，这个“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夏日夜晚

一票难求；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

获得福建农产品气候品质优质认证的青枣

备受青睐……

天气气候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近

年来，气象部门利用气象科技手段护美绿水

青山，同时推进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建设，努力将优质生态气候资源转化为特色

发展优势，助力各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取得显著成效。

气象科技守护绿水青山

位于干旱气候区的甘肃省张掖市，拥有

一个面积约 6.2 万亩的国家湿地公园。

湿 地 公 园 的 水 是 来 自 祁 连 山 的 黑 河

水。气象部门在祁连山、三江源持续多年开

展人工增雨（雪）作业，黑河流域年均增水量

约 3.2 亿立方米，三江源地区年均增加降水

超过 20 亿立方米。

如今，祁连山地区的植被覆盖、内陆河

水系径流量显著增加；青海湖水体面积为多

年来最大；三江源地区生态监测区呈现植被

恢复、湖泊面积扩张、河流流量增大等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态势……

近年来，气象部门发挥科技优势，有力

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助力生态文

明建设。

用人工影响天气手段保护和修复绿水

青山。我国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已覆盖近 3/4 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近一

半的大中型水库。

监测评估生态系统。利用地空天一体

化生态气象监测网络，气象部门全天实时监

测生态系统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防风固沙等功能，并建立风云气象卫星全国

生态遥感评价指标体系。

助力开发绿色能源。气象部门建立的

风能太阳能预测评估业务，已覆盖全国千余

个风电场、太阳能电站，预报精度和准确率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服务“双碳”目标实现。中国气象局已

建立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估中心，建成

全国第一个“自上而下”反演大气二氧化碳

源汇变化的碳监测同化反演核算系统。

“气候名片”助力农民增收

石榴镇的青枣获得福建农产品气候品

质优质认证。

“这是我们青枣优良品质的‘身份证’。”

石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林海毅说，消

费者在选购时，扫描箱子上的气候品质认证

二维码，就可以了解产地环境、气候条件、认

证结论等信息。

品质有保障，青枣销路畅。“经过气候品

质认证的青枣，收购价比普通青枣高出一

半。”种植大户许智平笑容满面。

气候影响着农产品的品质，气候品质认

证这张“气候名片”能够有效助力农民增收。

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通过农产品气候

品质认证的农产品，更受消费者欢迎，附加

值可提高 10%以上。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天荒坪镇天池茶场生产的安吉白茶，是浙江

首批进行气候品质认证的农产品，通过气候

品质认证当年，助力茶农增收 20 余万元；长

兴县紫笋茶的气候品质被评为“特优”，助力

浙江绿野仙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到

500 万欧元的茶叶订单。

一方水土产一方物，独特气候成就独特

产品。通过科技手段，气象部门分析气候和

某地特色农产品品质之间的联系，为好气候

产出好产品提供科学实证，凸显产品的生态

价值，有力支撑当地产业发展。

2023 年 6 月 1 日，《黑龙江省农产品气

候 品 质 评 价 促 进 条 例》正 式 施 行 ，率 先 将

农 产 品 气 候 品 质 评 价 写 进 省 级 地 方 性 法

规。 2019 年至今，“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

“气候好产品”等已写入福建、湖南、贵州、

新 疆 等 多 地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和 相 关 政 策 文

件中。

气候品牌带动产业发展

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夏日平均气温仅 22
摄氏度，平均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

2 万个。舒适的气候、宜人的生态，让游客纷

纷点赞：“不愧为北方第一个‘中国天然氧

吧’城市！”据统计，2017 年至 2022 年，伊春

累计接待 6500 多万人次游客。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去年“五一”假期

共接待游客超 15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1.5 亿元。“以前只能靠上山砍毛竹养活全

家 ，现 在 我 家 民 宿 旺 季 月 收 入 就 有 2 万 多

元。”将乐县龙栖山脚下民宿“老许客栈”负

责人许景仁说。将乐县文旅局副局长林剑

介绍，将乐县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良好

生态和气候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康养，还引

来大量企业投资兴业。

优质的气候生态资源是“中国天然氧吧”

地区最大的优势。自 2016年开始，中国气象局

组织国家、省两级业务单位联合开展“中国天然

氧吧”创建工作，目前全国已有多地获“中国天

然氧吧”称号。结合“中国天然氧吧”建设，各地

大力发展旅游、住宿、购物、康养、会展产业链，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此外，气象部门还推出

“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避暑旅游目的

地”等气候生态品牌，有力推动气候生态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绿 水 青 山 既 是 自 然 财 富 ，又 是 经 济 财

富。气象部门努力开发天气气候资源，不断

挖掘生态红利，助力地方走上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今后，我们将继续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大力推进科技能

力现代化、社会服务现代化，为加快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气象力量。”中国

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表示。

（刘倩参与采写）

气象部门助力各地将生态气候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守护绿水青山 开发生态价值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惊 蛰 前 后 ，天 气 回
暖、大地解冻、雨水增多，
为万物复苏提供了适宜
的环境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惊蛰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今年

的惊蛰是 3 月 5 日。

古人认为，惊蛰时节，春雷乍响，使得

蛰虫惊醒。但“蛰虫”不单指昆虫，而是包

含世间万物。

惊蛰时节，大地迅速回温，冷暖空气

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容易成雷。不过，

由 于 我 国 南 北 跨 度 大 ，各 地 初 雷 的 时 间

早 晚 不 一 。 江 南 、华 南 大 部 以 及 西 南 地

区南部，2 月可闻初雷；华北大部、西北东

部的初雷，大多在 4 月发生。符合惊蛰响

初 雷 的 地 方 集 中 在 江 淮 、江 汉 地 区 和 四

川大部。

惊蛰时节，是什么让万物复苏？是阵阵

春雷吗？实际上，气温回升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惊蛰前后，天气回暖、大地解冻、雨水

增多，为万物复苏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对植物来说，惊蛰意味着“春化阶段”结

束。在生态学上，“春化”是指一些植物经过

一段时间的持续低温，才能由生长阶段进入

生殖阶段。例如，北方冬小麦在基因调节下，会在冬季抑制开花、

停止生长。倘若没有“春化”，其会继续生长，“夭折”于低温。因

此，等到惊蛰后，经过“春化”的冬小麦才会开始快速生长。

对动物来讲，惊蛰意味着结束冬眠和蛰伏。为了应对寒

冷的冬季，一些动物会选择减少活动，进入冬眠，降低能量消

耗。比如旱獭，它们会在地下洞穴中过冬，依靠储存的脂肪度

过漫长的冬眠期。随着温度回升，它们会结束冬眠，走出洞

穴。中高纬度的昆虫在冬季往往进入“滞育”阶段，降低新陈

代谢，减缓生长。随着惊蛰的到来，这些蛰伏的昆虫纷纷恢复

昔日的活跃，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对人类而言，惊蛰是春耕的开始。惊蛰期间，我国开始进

入春耕时节，尤其是南方，将忙于播种水稻。春耕具有季节性

强、时间窗口期短等特点。据统计，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一半

以上。

漫长的演化历程，让生物选择了在惊蛰前后苏醒，并形成

了稳定的节律。不过，动植物恢复活动的时间还要根据其生

境状况而定，惊蛰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

从动植物和生态的角度看，惊蛰是动植物生命历程的重

要节点，是物候上的临界点。自惊蛰始，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大地涌起勃勃生机，万物迎来欣欣向荣。

（作者为兰州大学生态学院学者，本报记者王锦涛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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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日，中国气象局印

发《能 源 气 象 服 务 行 动 计 划（2024—2027 年）》（以 下 简 称《计

划》）。《计划》明确，到 2027 年，基本建成适应需求、技术先进、机

制完善的能源气象服务体系，能源气象服务能力和效益显著提

升，为能源生产、供给、消费和安全提供全链条高质量气象服

务。覆盖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全链条全场景，短时临近至月、

季全尺度无缝隙的一体化能源气象服务业务基本建立，具备小

时、公里级的全国风能太阳能监测评估能力。

《计划》提出 4 个方面 16 项重点任务，包括开展新一轮风

能太阳能资源详查、风能太阳能电站选址气象服务、重要输电

线 路 规 划 气 象 条 件 分 析 以 及 清 洁 能 源 开 发 气 候 生 态 效 应 评

估；完善风能太阳能发电无缝隙预报预测业务，持续开展风能

太阳能发电精细化气象服务示范计划，加强风能太阳能服务

平台建设和水电气象预报预测服务；加强能源保供气象服务，

助力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开展电力交易气象服务，建立电力交

易市场气象服务平台；加强能源气象服务科技创新，完善能源

气象服务标准体系；等等。

中国气象局将建立全尺度能源气象服务业务

本版责编：程 晨 何宇澈 施 钰

版式设计：蔡华伟

荔枝

荔枝是无患子科荔枝属

常绿乔木，树高可达 15 米，

树皮灰黑色，果卵圆形或近

球 形 ，熟 时 常 暗 红 至 鲜 红

色。花期在 3—4 月，果期在

5—8 月。荔枝为栽培果树，

喜高温高湿气候，喜光向阳，

喜富含腐质的酸性土壤，怕

霜冻，分布于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等地。

■■古树的故事R

图①：根子镇柏桥村荔枝古树。

丘立贺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柏桥村荔枝种植园，一位果农展

示从树龄约 1300 年的古树上采摘的荔枝。

新华社记者 龚 兵摄

图③：荔枝花开满枝头。

闵 灿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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