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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当今社会十分关注的话题，其实

数千年来，我国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

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

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鱼；秋天只有鸟兽长

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

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后来的

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

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

“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

《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

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

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护边界，严禁

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

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

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

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比如《礼记?月
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

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比如春天不能

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

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有很多，比较

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

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

烧灰，禁止打鸟狩猎，

禁止捕捞鱼鳖。否则

皆为“害时”之举。

以法律形式出现

的保护环境法令，最

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

时期秦国的《田律》。

在《田律》中提到：“春

天二月，不准到山林

中砍伐木材，不准堵

塞河道。不到夏季，不

准烧草做肥料，不准

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

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

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

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不仅规定“禁民

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

卵”，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

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

物。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

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明清时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视野生动物保

护。《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
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意思

是，明朝初年，皇帝都比较节俭，不让底下的人进

献珍禽异兽。这本书还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

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

书与禁令。《清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

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

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在雍

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夫以

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

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

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

则禁其勿得再制。”这

道谕旨可以说是较早的

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据《北京晚报》）

今年已经66岁的山西长子县羊山小庄农民
刘太兴，为保护当地的羊山文化，义务保护文
物、修路几十年；云南普洱火塘文化社的罗米
多和丈夫，从2006年起以微弱的个人力量抢救
正在消亡中的传统建筑，一上路，便是10年；
河南郑州的彭保红，从2012年起共发出15000
多条微博，推动文物及古村落保护工作……

最近，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主办、中共浙江省松阳县委、松阳县人
民政府承办的第八届“薪火相传——传统村落
守护者”颁奖仪式在浙江省松阳
县举行，表彰了刘太兴等10位传
统村落守护者杰出人物和一些团
队。

山西羊头山是一座古老的山
脉，相传神农炎帝曾在此尝百
草、制耒耜、教民种五谷，繁衍
生息。山上有许多和炎帝有关的
传说和遗迹，还有北魏、隋、唐
时期的石窟造像约40余洞，石塔6座，形式古
朴，雕工别致，在我国极为罕见。羊头山下的
刘家庄也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有
寺庙、堂观、楼阁等，但因为年久失修、人为
破坏，已经消失了不少。

羊山小庄的残疾老人刘太兴就生活在这
里，在没有政府部门的聘请下，14年义务承担
文物保护的工作，还为来羊头山写生找不到住
宿地方的大学生提供免费吃住；为省文物专
家、旅游团队、社会人士等提供无偿导游和讲
解达3000人次以上。

村西有座长子县独一无二白衣堂古庙。某
天，几个文物小贩来庙院内要出大价钱把石雕
香炉买走，被老人严词拒绝。几个人一看好说

不行，就进行恐吓，甚至武力相逼。刘太兴急
了，大吼一声：弄不死我，就别想把香炉拉
走！小贩见老人玩命，只好灰溜溜地溜走。

为了游人登山方便，2003年，刘太兴在老
伴的支持下，只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历时两
年多，开辟出两条从山下通往山上的人行便
道，蜿蜒3公里。
“薪火相传”活动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于

2008年推出、侧重于表彰社会各界在文化遗产
保护中的先进人物、团体及文物系统基层工作

者的活动，现已成
功举办了八届，先
后有 100 多位个人
和团体获得文化遗
产保护杰出人物和
杰出团队的荣誉称
号。

第八届薪火相
传活动的主题为
“寻找传统村落守
护者”，表彰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传统
村落保护的先进事
迹，促进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营造“留住
乡愁”的社会氛围。

本届活动举办地——浙江松阳县，传统村
落资源富集，是住建部、国家文物局认定的传
统村落保护整县推进试点县。今年，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在松阳实施了以资助传统村落中私
人产权文物建筑维修为主要内容的“拯救老屋
行动”，目前已有105幢老屋申报，42幢老屋开
工，6幢基本完工。

（据中青在线）

江西：公务消费“全程留痕”

根据江西省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需要，为加强各单位“三公”
经费支出报账管理，完善经费支出报账流程，促进“三公”经费支出
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江西省财政厅近日出台文件，对“三公”经费
支出报账管理作出规定，推进江西省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工作，让违规
消费“无处遁形”。

江西省已经启动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建设，对预算单位“三
公”经费支出实行网络监控，达到“全程留痕、阳光运行”的工作目
标。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试点单位实施时间截止到2016年12月1
日前，全省全面实施时间截止到2017年3月1日前。

江西省财政厅要求，全省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且有财政拨款的单位
发生的“三公”经费支出，报账时应提供商家出具的税务发票（或单
位内部食堂的结算收据）、公务卡消费银联POS机刷卡小票（或银行
转账支付凭证）以及在江西省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中录入、上传、
打印的消费明细清单等三项明细账单（税务发票、银行票据、消费明
细清单简称“三单”），预算单位财务方可报账。 （据央视网）

生物萃取基地落户云南

本报电（郝云涛）近日，国内首个工业大麻生物萃取分离基地
——云南汉素?工业大麻生物萃取分离基地在云南昆明落成。这标志
着我国在工业大麻药用萃取分离标准和规范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表示，该项目通过从工业大麻中萃取分
离出的成分，为目前多种难治性疾病的研究探索提供了可能，并将
为未来制药提供高标准可靠的原料保障。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该基地是严格按照国家和云南省相关规定建设的高品
质示范工程，云南省禁毒局将在基地内设立大麻成分检测中心，用
科技力量服务国家禁毒工作。

天弘基金获移动营销奖

本报电（郭 岩）近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赢天下网
联合主办，网易独家战略合作的第3届TMA移动营销大奖落下帷幕。

首次参与角逐的天弘基金荣获“年度最具移动营销创新精神品
牌”大奖。该基金品牌管理部总经理徐楠表示：“作为国内资产管理
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公司， 天弘基金将一如既往地集自身的优势，
洞察用户的痛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整合营销，不断推陈出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据百度）

如厕问题看似小事，却是最实在的民生，体现了最细微的人文
关怀。笔者最近在河南洛阳新安县城，经常能在公园绿地里看到一
排整齐的公厕，形状有点像移动板房，间间隔离，外表洁净，颜色
古雅。每座公厕都设有残疾人专用卫生间，设置无障碍通道、扶手
等设施，方便残疾人。进到公厕里面，闻不到一点异味，光亮通
透，物架、衣帽钩、洗手盆、洗手液、镜子、手纸等一应俱全。这
些移动公厕的设置，来源就是新安县的一场“公厕革命”。按照要
求，城区各个地段前后100米应能看到公厕，步行10分钟至15分钟
的距离应能够解决“方便”问题。

当问到新安县委书记王玉峰为何会想到移动公厕的设置时，王玉
峰说，以前居民出去户外锻炼，没过几分钟就得回去“方便”，很不方
便。外地游客上厕所难找，也影响了新安的旅游形象和旅游品质。据了
解，旧时新安公厕不仅数量少，而且在环境卫生的管理上也比较落后。
有居民用“一间房屋一盏灯，苍蝇蚊子乱嗡嗡。闻着气味找公厕，方便
之后无水冲”来形容。环境差、运行成本高，而且还要收费，如厕不便，
导致了一些人在某些角落随地大小便，给城市形象、居民生活、环卫工
作带来了不良影响。

现今的移动公厕，是县委书记王玉峰结合台湾等地的经验，参考
分子运动规律等，科学设计出来的。做到厕所无味是个难题，王玉峰在
研读了分子运动的规律后，就在厕所隔间的空气流动上下了功夫。新
建公厕采用绿色环保理念，顶部为开放式，四周留有排风口，通过空气
自然流通循环将异味排出。而如何让公厕能够做到保护隐私、简便实
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王玉峰参考了飞机和火车上的厕所设计，进
行了精心的学习规划。

新安的新厕所是不分男女的，都是一个个四面完整的隔间，就像
飞机火车上的厕所一样，不分男女也一样方便，这就大大提高了厕所
的利用率。隔间里照明通风换气均采用全自动电磁感应控制，还装了
文化牌、风景画等，环保、卫生、颜值高，舒适性和保护隐私的需求都能
够得到充分满足。有游客说，在这里“方便”心情舒畅，到处都能感受到
人性化的设计，放东西也很方便，干净的环境让你不忍心在这里留下
一点污渍。而至于免费这一点上，不得不为新安的创意点赞。调查发
现，公厕的连体隔间里，最边上稍大的一间是不作为厕所使用的，而是
有理发店、小卖部等商家入驻。入驻商家负责公厕卫生，以此抵免租
金。假如商家不好好搞卫生，自己的生意都会受影响。笔者看了几处移
动公厕，真是一点异味都没有的。

除了这些设计精致、人文独到的移动公厕外，新安县还鼓励企事
业单位开放内部公厕，提高公厕供给量。在一个县城，能够有这样的公
厕建设水平，着实让人耳目一新。王玉峰说：“城市建设不单单是盖几
栋楼房、建几条街道，而应该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既要有外在形
象之美，又要有内涵品质之美，这样的城市，才能带给居民真正的幸福
感。”的确，百姓“方便”之事方便不方便，也应该是衡量执政者的重要
指标。

新安：

小公厕
大革命

徐立星 魏勤英

如今，高雅的昆曲艺术越来越走进百姓生活。

日前，随着一曲“不到大儒校园，怎知秋色如金

……”唱词，苏州市大儒中心小学小昆班的几名同

学，身着戏服在校园内一棵645岁的古银杏树下，彩

排表演新编唱词的昆曲《游园》，引人关注。

王建中摄（中新社发）

苏州 昆曲走进小学校园

寻找传统村落守护者
蒋肖斌

古人保护环境那些事儿
赵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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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新安县公园绿地里的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