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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0日，由农业农村部长
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湖
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中国三峡
集团主办的2021年长江三峡中华
鲟增殖放流活动在宜昌举行。1万
尾大规格“子二代”中华鲟放归
长江。此次中华鲟放流是长江保
护法和“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
施后三峡集团开展的首次大规模
放流活动，延续“中、青、幼”
相结合的科学放流策略，放流总
体规格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创新
高，为促进中华鲟自然种群恢复
创造有利条件，以实际行动助力
长江保护法落地见效。

“实施中华鲟保护，是三峡集
团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持续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
挥骨干主力作用的具体体现，也
是三峡集团贯彻落实长江保护
法，积极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推动长江流域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重要举措。”
中国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雷鸣山表示。

自1984年首次放流中华鲟以
来，三峡集团至今已连续实施了
64次中华鲟放流活动，累计向长
江放流中华鲟超过 504万尾，其
中放流“子二代”中华鲟 4万余
尾，为补充中华鲟种群资源、实
现中华鲟可持续繁衍生息发挥了
重要作用。

据介绍，本次放流的中华鲟
当中，有来自 2009 年和 2011 年
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各 8
尾，它们不仅佩戴了常规的“身
份证”——声呐标、PIT标和T型
标，还首次成批量地打上了卫星
标记，其体长均超过1.5米，重量
均超过 50公斤，年龄均在 10岁
以上，都是接近性成熟的雄性个
体。通过对近性成熟个体搭载的
卫星标记、声呐标记等复合型标
记，实现放流中华鲟沿江洄游和
海洋运动路径监测，为今后改进
中华鲟放流策略、提升放流效
果、促进自然种群资源恢复提供
支撑。其中的卫星标记可以连续
系统地记录中华鲟海洋生活环境
及近海活动方位，为科研人员进

一步揭示中华鲟海洋生活环境及其
适应性提供可靠数据，从而开启
中华鲟野外全生命周期的调查与
研究，为合理评估中华鲟自然繁
殖下降、科学提出有效解决方案
寻求路径。

作为长江的旗舰物种，中华鲟
的存续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长江的水
生态环境状况。中华鲟一生中绝大
部分时间在海洋中度过。摸清中华
鲟海洋生活规律，对于中华鲟自然
种群的保护及恢复至关重要。由于
中华鲟海洋分布分散，范围广阔，
其海洋生活史研究一直是专业研究
的难点。

“将中华鲟的海洋生活史研究作
为中华鲟自然种群保护的突破口之
一，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中华
鲟神秘的海洋分布范围，了解中华
鲟的全生命周期，对指导野生资源
保护和种群复 壮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总工
程师姜伟说，“近两年，科研人员
在 DNA 分子标记筛选和验证方面
取得的重要突破，使我们只需要获
取洄游中华鲟身体上的少量组织如
一小片鳍条，便可将测序后的结果
与数据库进行比对，确定是否为我
们放流的中华鲟。这是伴随中华鲟
终生的遗传身份证，为科研人员评
估长期放流效果留存了必要的遗传
样本资源。”

经过30多年人工繁育与技术攻
关，三峡集团建立了完善的中华鲟
人工种群梯队，开展了包括亲鱼培
育、催产繁殖、梯队建设等全生命
周期保护研究，掌握了中华鲟全人
工繁殖等技术。

为加强长江珍稀特有水生生物
保护，三峡集团以中华鲟研究所为
依托，建立了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
心。2020年11月，农业农村部与三
峡集团签订了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
及栖息地保护与修复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并共同为长江珍稀鱼类保育
中心 （农业农村部宜昌中华鲟保护
基地） 揭牌。此次中华鲟放流活
动，是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投入
运行后首次开展的大规模放流，标
志着该中心全面启用并发挥珍稀鱼
类保育功能。

长江保护法和长江保护法和““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后首次开展大规模放流活动实施后首次开展大规模放流活动

万尾中华鲟放归长江万尾中华鲟放归长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菡娟王菡娟

这几天，我们的微信群都被一个消
息“刷屏了”：又有一万尾兄弟姐妹们回
归长江。作为上几届的“学长”，我想讲一
下我的经历。

江里出生

我出生在长江，相貌平淡无奇，但要
说起我的祖先那可厉害了。我的祖先在
距今1.4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和恐龙生
活在同一时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
动物之一，所以我们被称之为“活化石”

“水中大熊猫”，哦，因为是中国特有，我
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中华鲟。

曾经，我的兄弟姐妹们遍布黄河、长
江、钱塘江、闽江、珠江流域，但因为水体
污染、航运干扰、江底挖沙、过度捕捞等
等，导致我们的家族种群规模持续衰退，
目前长江是我们唯一的分布区域。

早在1988年，我们就被列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2010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所以，我
可是很珍贵的。

说到保护，我想特别介绍一下我的
出生地——中华鲟研究所。

这还得从1981年说起。
那年1月，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后，

阻断了我们的洄游繁殖路通道，对我们
产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快第二年，中
华鲟研究所就成立了，这是我国首个因
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贵鱼类科
研机构。

1984年，研究所科研人员成功催产
3组野生中华鲟亲鱼，通过人工授精，孵
化出中华鲟鱼苗24万余尾，并首次开展
了中华鲟放流活动。

几十年间，三峡集团至今已连续实
施64次中华鲟放流活动，累计向长江放
流中华鲟超过504万尾。

好吧，我就是其中一位，我是妥妥的
“子二代”。

海里成长

自我出生起，大海就是我的梦想之地。
几年前的春天，我被科研人员送至

长江边，开始我的大海之旅。
从我的出生地宜昌到上海崇明岛，

一共 1700 公里。这条路说长不长，却也
是艰难的一条路。

但我要不畏艰难，“鲟”梦大海。
有人要问我了，带干粮了吗？路上有

没有“外卖”？
不用担心，我可是“无肉不欢”的食

肉动物。我吃饭的秘诀是“吸，吸，吸”就
像吸尘器一样吸食浮游生物，小鱼、小
虾。一路游，一路吸。

哦，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小技能：就是自
带通往大海的导航，天生具有极佳的方向
感，在游往大海的路上不用担心我迷路。

当然，我也遭遇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比如低至零度的寒冷水域。要知道，

我是冷水鱼类，最喜欢的水温是 19~22
度。嗯，不过好在在研究所时，我接受过遭
遇冰冷水域的训练，咬咬牙，我挺过来了！

其实我最害怕的还是沿途的渔网，
总有一些人想把我占为己有或者吃掉。
这里友情提示，我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售卖我可是会受到严重惩罚的哦。

不过，好消息是，目前在我途经的沿
线都配置相关监测救护设施。从最初只
有 30%~40%的中华鲟宝宝能到达大海，
现在已经提高到70%了！哈，我就是其中
一员。

接下来，我要在大海里生活到 9~14
岁，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
找真爱！

返回长江

早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知道，宜昌
是我的根，我还要再回到长江。

很多人是不是在想：这也太能折腾了！
这也是我们种群的独特之处，我们一

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里，但当成年
时，就会逆流而上，洄游至淡水江河。

每年的春夏之交，成年伙伴们都能准
确地找到长江口，洄游至上游金沙江一带
产卵，孵化的鱼苗将继续沿着父辈的“足
迹”，漂游入海。生命在于运动不是？

我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洄游
过程也异常艰辛，游程近万里，耗时近两
年，在此期间我们将滴食不尽，全靠消耗
自身营养储备，维系畅游长江的体力。是
不是很伟大？

当然，我现在还在大海里，对于将来
的洄游已经很向往了！

哦，顺便说一句，在科研人员的帮助
下，我现在可过着“互联网+”的生活，我配
备了卫星标记、声呐标记等等高科技装
备，方便研究人员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所
以，未来的路我相信一定会“平坦而宽
阔”！ （王菡娟）

中华鲟下海记

位于象山港尾的宁海湾，地
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
线的中段，山海相拥的湿地生态
环境，每年春秋两季都吸引着大
批珍稀鸟类前来“打卡”。连日来，

“海上千岛湖”宁海湾迎来了野
鸭、白鹭、黑天鹅等成千上万只鸟
类在狗山岛、铁沙岛等岛屿上频
繁“起降”，孵蛋捕食，构成了天蓝
水碧、群鸟齐飞的美丽景观。

这些成群结队的鸟，喜欢栖
息于海岛、滩涂、养殖塘等有着大
面积水域的湿地，一般会在此停
留一周左右，一边觅食补充体能，
一边等待掉队的伙伴；也有少部
分候鸟“乐不思蜀”，选择在这个
水肥景美的地方繁衍生息，不再
迁徙，成为宁海湾的“新居民”。

为了保护好这些“远方的客
人”，2020年2月，宁波市宁海县
强蛟镇发起了“爱鸟·护鸟·保护
野生动物”专项宣教行动，组建起
由船老大、民警、村民等志愿者组
成的义务护鸟服务队，编织起海
陆联动的立体“护鸟网”。

宁波市宁海县强蛟镇峡山村
的船老大尤海兵是其中的一位。
4月8日清晨6点，尤海兵像往常
一样在海面上巡逻。当船开到铜
山岛附近的海域时，尤海兵发现
岛上有只鸟在扑腾，他马上招呼
妻子把船靠上岸，只见一只长嘴
长腿的水鸟被陷入淤泥的尼龙绳
缠住了腿部，无法动弹。夫妻俩赶
紧上前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简
单地进行了包扎，在确认无大碍
后，将鸟放飞。经辨认，这是一只
琵鹭。据了解，这已是尤海兵成功
救助的第16只野生鸟。

今年 56岁的尤海兵 8年前
开起了休闲渔船，每天接送来自
省内外的游客出海观光、捕鱼观
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
深受游客的青睐，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那时生活条件也差，只知
道捕鸟给家人补充营养，或者是
卖钱补贴家用，导致原本生活在
这片海域的鸟类越来越少。”回忆
起之前的一幕幕，尤海兵至今还
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上
岛抓鸟、摸鸟蛋，鸟蛋一旦被挪动
抚摸，沾上了人类的气息，鸟妈妈
就会弃孵化，甚至不再哺育已经
破壳而出的幼鸟。”

如今，尤海兵每天不仅要上
岛查看鸟群的情况，做好候鸟迁
徙期间各项保护和监测工作，而
且还要捡拾海面上飘来的垃圾，
为鸟群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不
久前，尤海兵驾船巡逻至横山岛

时，发现岸边飘来许多垃圾，他便
从船里拿出水桶，和妻子一点点
地将垃圾捡拾上来，足足有10大
桶。“宁海湾就是我们的家，候鸟
就像我们的家人，只有它们安全，
大家才能安心。”尤海兵说。

在强蛟，已有53名船老大加
入了义务护鸟的队伍。在以前，这
些船老大，有许多人曾是捕鸟人，
而现在，他们都成了爱鸟护鸟的

“鸟卫士”。
随着生态旅游产业链的延

伸，当地绝大多数人成为直接或
间接的获利者，尤其是一些村民
通过开民宿、卖水产、做船餐，获
得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益。迁徙
至此的成群候鸟是大自然馈赠给
强蛟的一笔独特的“财富”，村民
们越来越珍惜，已经把它们视作
吉祥如意、鱼旺年丰的象征。

“再也不打鸟了”已成为宁海湾畔
人们的一种共识，一旦看到不文
明观鸟、拍鸟的顽童和游客，他们
就会及时制止和劝导，发现受伤
的鸟类也会第一时间救助或向义
务护鸟服务队报告。

郑飞是强蛟派出所的民警，
也是义务护鸟服务队的一员。这
两年岛上的鹭群不断添丁增口，

“鸟岛”正声名鹊起，吸引众多前
来观鸟、拍鸟的游客，这里也成为
郑飞巡逻、宣教的主阵地。“我们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阻止任何人登
岛，一旦发现立即警告劝离。”郑
飞表示，眼下正是“鸟岛”鹭鸟集
中产蛋孵化的关键期，一刻也不
敢懈怠。护鸟队在分头巡护的同
时，还向辖区的村民、游客宣讲保
护鸟类的法律法规，讲述候鸟给
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好处，并告
知打鸟捕鸟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除了海陆巡护，义务护鸟服务
队还定期开展清网清套、捡拾白
色垃圾等专项行动，并做好候鸟
迁徙期间各项保护和监测工作。

“这片蓝湾、碧海和每年如
约而至的成批野生鸟类，我们希
望子孙后代都能看到，这也是成
立义务护鸟服务队的初衷。”宁海
强蛟镇农业农村办负责人邬翱宇
表示，护鸟不仅带来生态效益，还
创造了经济效益，通过发展生态
旅游和观鸟服务，当地群众收获
了“生态红利”，逐渐摸索出了一
条“双赢”的路子。

据了解，义务护鸟服务队队
员已从刚成立时的12人增加到
127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保
护候鸟的队伍中，成功救助了32
只野生鸟。

浙江宁海义务护鸟队：

从“捕鸟人”转变为“鸟卫士”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徐铭怿

本报讯（记者 王硕）4月13
日，记者从全国“爱鸟周”40周年
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我
国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持续开展
监督检查，并发动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加强巡查巡护等一系列措
施，使我国野生鸟类得到有效保
护。朱鹮、白鹤、黑鹤、中华秋沙
鸭、大鸨等野生鸟类资源实现不
断恢复和发展。

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
到5000多只，白鹤由210只增长
到4500余只，黑脸琵鹭由1000
只增长到 4000余只。截至2020
年，我国环志鸟类总数达845种
392万只，彩色标记鸟类达278种
12万只，利用卫星跟踪技术掌握
了中华秋沙鸭、白鹤、大鸨等60
余种鸟类的迁徙规律，为科学开
展野生鸟类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
的国家之一，现有鸟类1445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394
种。在全球的9条候鸟迁徙路线
中，有4条贯穿我国全境，90%左
右的东亚-澳大利亚西迁徙路线
上的鸻鹬类途经我国东部沿海，
几乎所有中亚迁徙路线和西亚-
东非迁徙路线上的水鸟都会经停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原湖泊。

全国“爱鸟周”源于1981年，
最初为保护迁徙于中日两国间的
候鸟而设立。1992年，国务院批
准施行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
条例，明确将“爱鸟周”以法规的
形式确定下来。在每年的4月~5
月初（具体时间由各省、市、自治
区规定）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
周”。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
候不同，各地选定的爱鸟周时间
也不尽相同。40年来，“爱鸟周”
活动已成为我国保护野生动物事
业的标志性品牌活动，每年都有
数百万人直接参与。

全国“爱鸟周”40周年——

我国野生鸟类资源实现不断恢复

“谁能想到，昔日黑乎乎的矿
洞，在声光电科技集成下，成为了

‘时光穿越机’。”一位北京游客告诉
记者。

经过3年的建设，福建省龙岩市
永定区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打造全省首家以煤矿工业旅游为主题
的矿山公园，让废弃矿山重现绿水青
山。

“煤炭曾经是永定区富民增收最
重要的支柱产业。福建省煤矿遗址公
园，位于龙岩市培丰镇，规划面积
4.66万平方米，总投资3亿元、工程
建设费用1亿元，是华东片区首家以

煤矿工业旅游为主题的矿山公园。”福
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常委、副区长吕吉
洋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永定审时度
势提出“文旅兴区”战略，全力开展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做大做强文化
旅游产业，从过去“卖煤炭”向“卖文
化”转变，一举扭转永定“因煤而困”
的局面，“以旅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
一的永定模式，景区的建成，标志着
实现了从“以煤富民”向“以旅富民”
转变。

“给后人留历史、留文化、留遗

迹、留情怀是我们建设福建省煤矿遗址
公园的初衷，也是我们在推进整个建设
工作的基础理念。”福建煤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到。福建省煤矿遗址公园把
建设思路定位在“立足实际、创新特
色、寓教于乐、情怀共享”上，即通过

利用关闭矿井原福建煤电公司培丰煤矿
的井上下建（构）筑物和设施设备，融
合矿山文化、煤矿开采、地上景观、井
下探秘体验等元素，展示煤炭生成、煤
矿开采、构建以知识性、趣味性、娱乐
性为一体的煤矿工业旅游景区。

福建省煤矿遗址公园福建省煤矿遗址公园：：

实现从实现从““以煤富民以煤富民””向向““以旅富民以旅富民””转变转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志民高志民

宁海湾护鸟队在横山岛巡逻宁海湾护鸟队在横山岛巡逻、、捡拾垃圾捡拾垃圾。。

放流活动现场放流活动现场 黄正平黄正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