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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豹，我国特有的金钱豹亚种，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内蒙古

等 8 个省份，其中山西是核心分布区。近年

来，山西华北豹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位居全国

首位，分布“版图”持续扩增。近日，记者实地

探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铁桥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

夜色下，一只成年华北豹行走在山林中，

十分机警。今年 4 月，山西省五台山地区近

10 年来首次拍下华北豹夜间活动影像。

“华北豹是华北地区生态系统里的顶级

捕食者，扮演着调节猎物种群、维持生态平衡

的重要角色。”山西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处处长王裔飞介绍，“它的存在标志着一个地

方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稳定的。”

    三年专项调查，摸清
资源家底

三年前，山西启动华北豹种群及栖息地

资源专项调查。

“这次调查抽样强度达到 21.7%，一般只需

要 10%。”王裔飞介绍，全省抽取了 35 个关键分

布区域，抽样区域达到 5704 平方公里，布设自

动相机 2413台，有效监测点位达 1820个。

“华北豹活动范围可达上百平方公里，

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很有讲究。”庞泉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杨向明

参与了此次调查，在保护区工作 34 年，他有

一套自己的经验，“豹子一般沿着山脊线活

动，走大路不走小路，去过的山头短时间内

不会再去。”

传统的监测方式有两种：一是布设红外

相 机 ；二 是 走 样 线 ，人 工 记 录 足 迹 等 观 测

信息。

“红外相机拍到的只是静态的点，它从哪儿

来、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王裔飞介绍，此次新

增基因检测和卫星跟踪两种方法。一方面，分

析华北豹粪便、毛发基因，跟花纹比对，共同建

立一个档案；另一方面，通过卫星跟踪数据分析

华北豹的活动轨迹，精准识别其迁徙通道和穿

行障碍，为修建生态廊道提供决策依据。

调查收集的影像数据形成 155 万多件文

件。三年调查监测分析，华北豹在山西有了

更加清晰的“画像”。

据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测算分

析，山西华北豹种群数量超 680 只，位居全国

第一；可识别个体从 2019 年的 132 只增加到

222 只，雌雄比例大于 1。“雌豹多于雄豹说明

数量呈增长趋势，种群比较健康。”国家林草

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东北林业

大学教授姜广顺解释。

分布“版图”一路向北扩展，从太行山南

段延伸到吕梁山中部，省内 11 个地级市中，9
市均有华北豹分布。

持续优化环境，规划
生态廊道

华北落叶松和云杉遮天蔽日，林中溪水

潺潺。这里是位于吕梁山区的庞泉沟，山西

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庞泉沟森林覆盖率高达 86%，在黄土高

原地区，保存这样完好的天然林实属罕见，是

华北豹的理想之家。”杨向明介绍。

西 塔 沟 是 庞 泉 沟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心区，日常由黄鸡塔保护站管护。雨后清

晨，保护站站长高岱和同事上山巡护：“雨雪

天气后，华北豹容易留下爪痕，是监测的好

时候。”

巡山过程中，豹子留下的足迹、粪便，树木

病虫害、野外用火、盗伐树木、偷猎动物的情况

都要一一记录。“守护好这片森林，就是守护好

华北豹的家。”高岱说，二十五年如一日，大部

分时间是枯燥的，但也有惊喜，“我们小组拍到

的华北豹最多，最近两年拍到 12次！”

专家介绍，华北豹对栖息地十分挑剔，近

些年在山西却多次被发现，究其原因，一方

面，山西东倚太行、西跨吕梁、中条山横卧，表

里山河的地理环境为华北豹提供了天然藏身

之所；另一方面，山西的林场管理体制也为野

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便利。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山西陆续组建了

九大林局，进行垂直管理。省直林区地跨全

省 11 个市 62 个县市区，辖 108 个国有林场，形

成了“林局、林场、保护站、管护员”的四级管

护模式，每片山林责任到人，山西最精华的森

林 资 源 、最 有 价 值 的 野 生 动 植 物 得 到 有 效

保护。

为确保华北豹种群数量持续增长，2020
年起，山西实施华北豹保护工程：在森林里

开 路 ，防 止 华 北 豹 因 为 荆 棘 丛 生 而 无 法 通

过；在林中建设饮水点，存储雨水，让华北豹

天旱时也有水喝；栽种针阔叶混交林和乔灌

混交林，为华北豹的猎物狍子、野兔等提供

叶子和果实。

虽然华北豹栖息地持续改善，但仍有一

些潜在威胁。今年 6 月，在山西 340 省道孝义

段，一只华北豹在横穿马路时被车撞伤，再次

引起人们对生态廊道的关注。

“由于村镇发展、工程建设等原因，部分

林区较为孤立和分散，华北豹的栖息地变得

破碎，不利于其扩散、迁徙，导致近亲繁殖、种

群退化。”王裔飞说。

经过三年调查监测，山西正在规划华北

豹生态廊道，让华北豹早日自由穿行。

多方共同发力，种群
不断扩大

林海茫茫，山势陡峭，灌木密布。位于晋

中市和顺县的铁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北

豹的关键种源地。一大早，铁桥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工作人员石凤兵上山更换红外相机存

储卡：“拍到华北豹的次数越来越多、场景越

来越丰富，每次都有惊喜。”

华北豹增多曾一度让附近村民烦恼，因

为华北豹找不到食物时会对村民的牛羊造成

伤害。2022 年，山西在和顺县等地推行野生

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对承保区域内因野生动

物伤害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按照保

险合同约定进行救助补偿。

以和顺县为例，县林业局与保险公司签

订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合同，总保额 120
万元，其中省级奖励补助 40 万元。 2023 年，

和顺县野生动物致害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共

受 理 各 类 报 案 112 件 ，已 完 成 赔 款 67.75
万元。

利用下班时间，53 岁的杨晓东驾车，向和

顺县城 30 多公里外的铁桥山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出发。一路上，“野生动物出没请慢行”的

警示路牌不时出现。

杨晓东是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负责人。

前些年，他联合有关方面共同组建了一支“老

豹子”巡护队，一有时间就钻进山里，拆除捕

猎电网和铁丝套，将盗猎线索提供给公安部

门。他还常到村里做反盗猎宣传，发展了很

多村民志愿者。

目 前 ，和 顺 县 已 构 建 起“ 政 府 + 科 研 机

构+公益组织”的生态保护模式，华北豹种群

不断扩大，种群密度从 2015 年的 1.2 只/百平

方公里升至 2023 年的 1.6 只/百平方公里。

    图①：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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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②：山西和顺县境内的华北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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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持续优化华北豹栖息地建设

分布“版图”持续扩展
本报记者   何   勇   付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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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一 度 的“双 11”促 销

活动落下帷幕，各大电商平台

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

旧换新、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精品消费月等促消费政策

和活动的带动下，消费市场潜

能加速释放，带动相关商品销

售保持增长。

    购物用户和
成交额创新高

京东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1 日 23 时 59 分，“双 11”购物

用户数同比增长超 20%，京东

采销直播订单量同比增长 3.8
倍。超 1.7 万个品牌成交额同

比增长超 5 倍，超 3 万个中小

商家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2 倍。

天猫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11 日 24 时 ，天 猫“双 11”成 交

总额强劲增长，购物用户规模

创新高。天猫“双 11”全周期

589 个品牌成交额破亿元，比

去 年 增 长 46.5%，刷 新 历 史 纪

录。其中海尔、美的、小米等

45 个品牌成交额突破 10 亿元。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10 月

14 日至 11 月 11 日，苏宁易购

超 120 家 门 店 客 流 增 长 超 六

成，以旧换新销售增长 247%，

其中空调、冰洗、视听以旧换

新销售额同比增长均超 2 倍，

多品牌、多品类创下近 5 年销

售高峰。

商务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

旧换新活动，并会同上海、北

京、广州、天津、重庆等 5 个城

市，在 11 月举办中国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活动。“双 11”期间，不少电商平台打通

线上线下，通过“线上领券、到店体验”，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

富的消费体验，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以旧换新激发消费活力

“这款洗衣机原价 999 元，享受了 15% 的以旧换新补

贴 ，只 花 了 849.15 元 。 碰 上‘ 双 11’活 动 ，商 家 还 送 了 礼

品。补贴加上促销，真划算！”日前，在江西鹰潭市信江新

区一家家电门店，居民熊敏趁购物节购买了一台波轮洗

衣机。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家电行业销售旺季。今年的家

电市场在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和“双 11”促销活动等多重利

好因素推动下，供销两旺趋势明显。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调研显示，随着各地陆续出台以旧换

新政策实施细则，9 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

20.5%，增速创 3 年多来新高。10 月以后家电零售终端出现

销售火爆的势头，到今年“双 11”前夕，很多企业和渠道都反

映，许多补贴产品开始供不应求。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表示，以旧换新政

策有效释放了消费潜力，直接推动家电重点品类的销量迅

速增长。其中，冰箱、空调和洗衣机等大家电受此政策拉动

效果尤为明显，特别是 1 级能效的中高端产品成为本轮以

旧换新的主要受益品类。

政策叠加引领优质供给

电商平台和销售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大促销力度，促

进家电市场持续升温。

今年，天猫“双 11”促销活动优惠首次可以叠加政府以

旧换新补贴，天猫平台也联合众多商家共同投入 60 亿元，

通过发放品类券、品牌官方让利等方式，积极响应以旧换新

增量政策，给消费者更大力度的让利。

拼多多数据显示，叠加平台优惠和政府补贴，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平台百亿补贴第二轮“超级加倍补”活动期

间，包含家电产品在内的相关订单量突破 4500 万单，较首

轮活动增长了 1.7 倍。

抖音电商数据显示，“双 11”期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

点燃了家电相关商品消费热情，平台上“国补”家电商品累

计 直 播 场 次 超 6.09 万 场 ，其 中 ，洗 烘 机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202%，电烤箱成交额同比增长 141%。

供给端，生产企业积极把握以旧换新政策机会，增加绿

色、智能等产品供给。海尔智家充分发挥全品类阵容、多渠

道布局等优势，驱动零售增长。截至 10 月，美的旗下参与

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的实体门店超 5 万家，达成 400 万台以旧

换新成交量。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本轮以旧换新政

策对 8 大类家电产品的补贴标准是 2 级能效补贴 15%、1 级

能效补贴 20%，从供给端和消费端都引导了绿色智能消

费，有效推动优质节能产品对高能耗产品的替代，将有力

促进家电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居民品质化消

费需求。

新型消费业态成“双 11”亮点

电商直播、即时零售等新型消费业态成为今年“双 11”

亮点。京东数据显示，“双 11”京东秒送订单量日峰值再创

新高，超 60 万家门店通过京东秒送参与“双 11”，门店数量

同比增长超 70%。

“专业主播+品牌货盘+平台保障”协同模式加速爆发，

截至 11 月 11 日 24 时，淘宝直播成交额破亿元直播间达 119
个，创历史新高，其中 49 个破亿元直播间成交额同比增长

超 100%。此外，今年“双 11”淘宝直播整体成交金额、购买

用户数均实现大幅度同比增长。

绿色智能产品赢得更多关注。京东数据显示，AI 学习

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0 倍。AI 电脑、AI 手机、AI 键鼠、AI
音箱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 100%，AI 智能眼镜成交额同比增

长 200%；科技新潮的消费电子产品受到青睐，头戴式耳机、

运动相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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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观察R

本报重庆 11月 12日电   （记者欧阳洁）海关总署 12 日出台 15
条重点举措，聚焦通关便利、支持开放、服务产业、降低成本四方

面，支持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进一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设。今年 1—10 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值 1.1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8.8%。

在提升沿线通关便利化水平方面，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扩大

大宗资源类商品进口规模，助推西部地区战略腹地建设；以智慧海

关建设为抓手优化多式联运海关监管模式，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

铁海多式联运更加高效便捷；支持数字陆海新通道建设，助力打造

全通道综合性服务平台；深化中新（重庆）关际合作，推动西部地区

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在助力沿线降低物流成本方面，持续深化

西部陆海新通道境内段运费扣减政策应用，进一步减轻企业运费

税负；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动扩大陆路启运港退税政策适用范

围，将政策推广应用至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节点城市等。

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越织越密，覆盖港口越来越

多，货物品类也越来越丰富。目前，通道物流组织方式包括铁海联

运、国际铁路联运和中越、中老、中缅三向跨境公路运输，辐射 1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2 个港口，运输货物品类多达 1160 余种。以国

际铁路联运为例，今年 1—10 月，海关监管中老班列 6525 列，同比

增长 36.5%；监管中越班列 1700 列，同比增长 47%，跨境班列整体

运行效率提升 60% 以上。

海关总署出台 15 条举措

进一步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前 10 月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 1.15 万亿元

本报北京 11月 12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从中国苹果产业协

会获悉：近日，中国苹果产业协会联合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共同

组织编写的《2023 年度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报告》对外发布。数据

显示，2023 年度全国苹果总产量为 4960.17 万吨，同比增长 4.27%。

据介绍，新品种秦脆、瑞雪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主导品种；华硕、

鲁丽等早熟品种在主产区效益凸显。构建了脱毒矮化自根砧苗木

繁育技术体系，形成了年产逾 6000 万株矮化自根砧产能，居世界

第一位。我国在苹果采后商品化处理全流程自动化领域取得了显

著进步，实现自动化分拣、瑕疵果剔除及包装等全链条的自动化。

报告显示，我国苹果苗木生产、果园割草、精准喷药、低损采收

等机械性能得到改进提升。果园自动驾驶、病虫害识别、智能施肥

装备研发取得新进展，苹果采摘机器人技术获得突破，能够实现精

准定位采摘。苹果采后保鲜、贮藏病害防控取得新成果，商品化处

理装备实现了上料、检测、分选、贴标、装箱、物流等全流程自动化，

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2023年度全国苹果总产量 4960.17万吨
同比增长 4.27%11 月 10 日，江西省萍乡市奥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钢架纵横、吊装繁忙，工人正在加紧施工。近年来，萍乡市通过建设

多功能体育场馆，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品质，从竞技体育、群众健身、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商贸会展等方面丰富业态，提高

场馆设施利用率，提升城市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11月 12日电   （记者黄

超）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

做好“优师计划”（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师范生就业工

作，确保毕业后按协议到定向县中小学

履约任教。未按规定履约的，按协议承

担相应责任，违约记录归入人事档案，

依法依规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为做好就业服务、强化履约激励，

通知明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

同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的中小学教

师编制总额内，提前安排、准确核查接

收“优师计划”师范生编制计划，统筹

本地区中小学教师岗位需求和各类定

向培养计划，按照招生当年定向范围，

做好“优师计划”毕业生履约任教招聘

计划。与此同时，鼓励各地、中小学校

切实制定教师引进的激励措施，完善

待遇保障，支持“优师计划”师范生履

约任教、终身从教。各地要落实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

政策，为“优师计划”师范生到农村任

教提供办公场所、周转宿舍等必要的

工作生活条件。

教育部印发通知

做好“优师计划”师范生就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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