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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妹妹”命运多舛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大眼睛、双眼皮、锥子脸、
身材修长、大长腿……”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以下简称“药
研所”）药用动物研究中心主任
曾德军这样形容林麝，“胆小怕
事、极易受惊、运动量过大就会
死亡、要吃新鲜树叶……”

曾德军和林麝打了20年交
道。在他和同事眼中，美貌而娇
弱的林麝，像极了曹雪芹笔下的
林妹妹，“现在我们繁育基地养
育着40多只‘林妹妹’，4只母
麝、30多只公麝。”

过度捕杀获取麝香，导
致林麝濒临灭绝

药研所人工繁育林麝的历
史可追溯到1958年，最多时曾
养育200多只。

“提取麝香是人工
养殖林麝的目的之
一。”曾德军介绍，
麝香为中药材的
一种，香气醇浓，
经久不散，是配制
高级香水、香精的
定香剂；又是刺激
中枢神经系统的兴
奋剂，可用来配制
多种苏醒、强心等方

面的急救药物，具有
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

价值。
麝香主要来源为麝科

动物，如林麝、马麝或原麝等成
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
其中，林麝的麝香产量高、品质
好，品级最高，药效也最好。

野生林麝因此遭到人类的过
度捕杀，加之栖息生境破坏，数量
锐减。中国的野生林麝曾多达数
百万只，如今却濒临灭绝。

“人工繁育林麝，不仅能提
高麝香产量，对保护林麝种群也
有重要作用。”曾德军说，上世纪
80年代初，考虑到野生林麝数量
急剧下降，药研所陆续在金佛山
区域放归了几百只人工繁育的
林麝。

可之后，并没有人见到过野
生林麝的身影。

直到2018年4月，终于有人
在设置于金佛山的红外线相机
中发现了野生林麝。

据最新的考察结果统计，目
前重庆野外生活着约500只林
麝，其中金佛山有95只，且种群
结构稳定。

一不小心就会倒下，“病
娇林妹妹”死因千奇百怪

5月8日，药研所林麝繁育基
地，曾德军带记者去看笼舍里的
林麝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待会说
话千万要小声，一定不要有太大
动作，不然会吓着‘林妹妹’。”

他一边蹑手蹑脚地带路，一
边轻声细语地说：“林麝胆子特
别小，还特别娇弱，一不小心就
会倒下，甚至死亡。”

林麝到底有多娇弱？
“一旦持续奔跑15分钟，死

亡率就会超过七成。”曾德军说，

正因如此，繁育基地里的母麝都
是在一个圈舍里生活，公麝都是
享受“单间”待遇。

“林麝非群居动物，特别是
公麝，在一起会不停争斗、追
逐。”曾德军说，几年前，因为基
地圈舍不足，林麝在追逐过程中
造成了死亡，药研所不得不把29
只一岁以下的小麝送往山西。

此外，林麝没有胆囊只有胆
管，天生胆小性急。每年这个季
节是公麝泌香期和母麝产子期，
如果受了惊吓，公麝的麝香会流
失体外，母麝则容易流产。

不仅如此，林麝要吃新鲜的
樱桃叶、李子树叶等，如果吃了
含有毛毛虫的树叶，也可能很快
死亡。

“特别是幼麝，现在没有配
方奶粉，只能母麝喂养。”曾德军
介绍，母麝根据气味来辨别自己
的孩子，一旦幼麝沾上人的气
味，很可能被母亲遗弃导致饿
死，“不足两个月大的幼麝，工作
人员绝不能直接接触。”

林麝还极易受伤和生病，常
见疾病有肠炎、感冒、瘤胃积食、
软骨病、脓肿病等。林麝一旦生
病，治愈率极低。

“提取麝香时，如果持续抱
住林麝超过半小时，林麝也会死
亡。”说起这些千奇百怪的“死
因”，曾德军无奈苦笑。

食物必须精细化管理，
还要防止其“越狱”

面对如此娇弱的“林妹妹”，
曾德军和同事们是如何照顾的？

“首先是食物要精细化管
理。”繁育基地里，养殖员潘光亮
正细心为林麝准备午餐，“多汁
的萝卜、南瓜、苹果、红薯，都要
切小块；还要准备新鲜的崖花海
桐枝叶作为青饲料……”

每天，一只成年林麝要喂养
青饲料和精料约3斤，早晚各喂
一次。

“林麝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
营养的需要不同；不同的季节，饲
料要有所差别。所以在饲养过程
中，饲料的配方和数量都要随时
调整。”繁育基地工作人员张承露
介绍，更换饲料时得逐步更换，不
能直接全部更换，否则“林妹妹”
会出现减食、腹泻等症状。

此外，饮水的时间、次数和质
量等，也对林麝身体有直接影响。

“总之就是一点也不能马虎
大意，还要随时防止它们‘越
狱’。”张承露说，“林麝动作很
快，一不小心就会跑出去，所以
设置了两道门。”

记者发现，圈舍的围墙至少
3米高，顶端还围了一圈约1米
高的围栏。

“这也是防止它们‘越狱’。
林麝还是‘跑酷’高手，垂直起跳
高度能接近3米，如果助跑起跳
能超过3米，能轻易跃过围墙。”
张承露说，在加装围栏之前，繁
育基地林麝跳过围墙“越狱”的
事件时有发生。

优化种源，让野生“林妹
妹”生了孩子再走

圈舍里，记者数来数去只看

到3只母麝，“不是说基地有4只
母麝吗？还有一只去哪了？”

曾德军带着记者来到另一
处圈舍前说：“看，在那边角落草
丛里窝着呢！轻点声，别吓着
它。繁育基地还肩负着救助野
生林麝的任务，这是我们去年底
救护的一只野生‘林妹妹’。”

林麝一旦受伤或生病，极难
救活。特别是野生林麝，应激反
应更大，更难救活。近几年，繁
育基地收治了好几只受伤的野
生林麝，都没能救活。

那么，这只野生林麝为何在
基地存活至今。

故事要从去年12月4日说
起。

一只野生林麝溜进了北师
大南川实验学校，随后，这只林
麝被装笼送到了繁育基地。

曾德军为其进行了细致检
查，发现这是一只一岁左右的母
麝，且没有受伤，“初步推测它是
受惊吓后跃过围墙进了学校。”

林麝没有受伤，且状态良
好，为何不将其放归野外？

“我们准备为其配种，产下幼
麝并抚育一段时间后，再将它放
归野外。”曾德军说，目前国内人
工繁育的林麝六成以上引种自
陕西，近亲繁殖现象极为普遍，
已经出现了种群退化，“如果能
成功将人工繁育的公麝与这只
母麝配种，就能优化种源，有利于
林麝的人工繁育和保护。”

首创“掏耳朵”技术，提
取麝香不再以牺牲林麝生
命为代价

目前市场上麝香需求约为
每年 6 吨，但全国每年产量仅
200千克，缺口巨大。一只3岁
以上的公麝一次能提取麝香10
克至15克，每千克麝香售价近百
万元。

以前，获取麝香的方法是
“杀麝取香”，即切取公麝肚脐和
生殖器之间的香囊，香囊干燥
后，分泌液变硬、呈棕色，成为一
种很脆的固态物质，呈粒状及少
量结晶即为麝香。

“这种方法无异于杀鸡取
卵，也让林麝成为濒危动物。”曾
德军介绍，上世纪50年代，药研
所首创了活麝取香技术，“就像
人掏耳朵一样，挖勺用酒精消毒
后伸入囊内徐徐转动，再向外抽
出，挖出麝香。”

在此基础上，药研所又通过
科研攻关，将每年每只公麝提取
麝香的次数由一次变为两次，提
高了麝香产量。

虽然方法各不相同，但如今
全国的林麝人工繁育采取的都
是活麝取香技术，这让麝香的提
取生产再也不用以牺牲林麝生
命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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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麝香囊所产麝香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
药用价值：麝香香气醇浓，经久不散，是配制高级
香水、香精的定香剂；麝香也是中药材，能刺激中
枢神经系统兴奋，是多种急救药物的原材料。
过度捕杀获取麝香，导致“林妹妹”濒临灭绝。

“珍稀”名片

林麝
林麝是偶蹄目麝科麝属中体型最小的一种

哺乳动物，在中国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主要栖息
于针阔混交林，也适于在针叶林和郁闭度较差
的阔叶林的生境生活。因公麝香囊所产麝香具
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一度遭到人类
滥杀，导致野生林麝数量锐减。

保护级别：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将其列为濒危（EN）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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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妹妹”娇弱得很。林麝常见疾病有肠炎、
感冒、瘤胃积食、软骨病、脓肿病……一旦病了，
治愈率极低。因此，“林妹妹”的生活起居十分精
致：餐食要切成小块，有多汁香甜的萝卜、南瓜、苹
果、红薯，还要佐一些“绿叶蔬菜”……不同的季
节，餐食要随之调整。

2

林麝的圈舍有两道门，围墙至少3米高，顶端
还围了一圈约1米高的围栏，但这也不一定拦得
住它们。因为林麝是“跑酷高手”，垂直起跳高度
接近3米，如果助跑起跳能超过3米，能轻易跃过
围墙。

3

4月11日，重庆市
药物种植研究所林麝
繁育基地里的林麝。

记 者 李 雨 恒
摄/视觉重庆

文明实践精品示范文明实践精品示范··南川南川 南川 打造文明实践“178”创造幸福生活升级版
一城春满一城花。循着春风，从高

空俯瞰南川金佛山，高山乔木杜鹃花正
进入盛花期，漫山的杜鹃花绽放，一团
团、一簇簇，展示着春天的色彩。

山水颜值叠加文明底色，让这座现
代化郊区新城时刻舒展着新魅力。近
年来，南川紧扣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景区“大金佛山178环线”文旅资源，拓
宽文明实践工作思路，创新打造“文明
实践178”（即文明实践一起吧，“178”谐
音“一起吧”）为统领，理响“178”、风尚

“178”、青绘“178”为支撑的文明实践品
牌，努力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
延伸到哪里，走出一条具有新时代特色
的文明实践之路。

实施理响“178”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你要问我这是哪，美丽南川我的
家……”近日，在南川区南平镇红山村

“坝坝加油站”，村民正跟着志愿者学唱
《美丽南川我的家》，一场“点单式”的文
艺表演正在热烈上演。

活动现场，志愿者用朴实的语言、
贴近生活的事例将理论知识、惠民政策
准确传递给村民，引导大家主动参与乡
村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以‘坝坝加油站’为载体，以
‘文艺快递’为抓手，开展理论宣讲活
动，打造‘理响178’宣讲品牌。”南川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常态化、多形式开展“文艺快
递”下基层，切实提升理论宣讲活动的
覆盖面、到达率和针对性、实效性，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更多百姓家中。
近年来，南川将群众需求作为文明

实践的努力方向，围绕构建大矩阵、链
接新生活两手发力，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构建大矩阵，将实践阵地延伸到群
众身边。立足“群众少跑路”，南川在群
众家门口建起“坝坝加油站”2600余个，
并以此为支点，广泛开展“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问效于民”调研，全面落实群众

“点题”，系统建立坝坝宣讲、坝坝学技、
坝坝互助、坝坝解难等活动清单，量身打
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内容。截至目
前，围绕理论政策、技术技能等累计为群
众“加油充电”3.6万余场次。

链接新生活，将理论知识内化到百
姓心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群众最大
的需求，南川把宣讲作为满足群众需求
和提升群众素质的思想引领，采取“微宣
讲+文艺演出”“微宣讲+志愿服务”等互
动化、组合化的方式，让身边人用百姓话
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等。

截至目前，累计创作文艺宣讲节目
31个，联动1700余名宣讲志愿者开展
微宣讲1468场，并推出《金山新语》云宣
讲、《“理响178”理论微宣讲》报刊栏目，
把创新理论送到“指尖”、送到“心间”。

实施风尚“178”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纵深发展

4月17日，“春风满巴渝——风尚
178·文明直通车”进基层活动在兴隆镇
永福村举行。

活动中，宣讲、歌舞、快板等节目轮
番上演，分别围绕宴席治理、文明交通、
垃圾分类等进行了宣传，同时开展《重
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文明城区创
建、宴席治理等有奖知识问答。

现场还为当地老年人举办了一场
特别的集体生日会，为他们献上书法
送祝福、定格夕阳红“老年照”等志愿
服务。“就应该大力宣传破旧立新，拒
绝无事办酒，提倡婚事新办、崇尚节俭
的风气，这样的宣传形式很好。”居民
王元秀说。

开展“风尚178·文明直通车”进社
区活动，是南川丰富文明实践活动形
式，引领美德健康“新风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南川以志愿服务“户连网”
建设工程为抓手，从群众“需求侧”入

手，广泛实施风尚“178”行动，架起干群
连心桥，全面文明建设水平，树立文明
新风尚。

伴着风尚“178”行动广泛实施，志
愿者们根据“志趣相投、产业相融、自愿
参与”的原则，组建“茶韵小家””巧嘴小
家”“耕读人家”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特色“小家”1500余个，推动一
项项富有特色、充满温度的文明实践活
动在南川大地竞相展开。

以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为例，该村
创新搭建起金大嫂、夜猫子、小先锋、小
喇叭、田秀才、孺子牛等6个特色户连小
组，将理论宣讲、农技培训等特色服务
送入家家户户。

截至目前，该区累计2万余名骨干
志愿者走进“小家”，收集社情民意1.4

万余条，调解矛盾纠纷530余起，帮助
解决各类急事难事1700余件。

此外，以风尚“178”为统领，“户连
网”抓手，南川还探索实施志愿者“问生
计、问诉求、问建议、问良策、问经验，红
白喜事必到、家庭困难必到、矛盾纠纷
必到、合理诉求必到、突发事件必到”的

“五问五必到”服务，真正做到“事有人
管、难有人帮、诉有人听、苦有人问、喜
有人贺”。

实施青绘“178”
点滴微光凝聚创新发展活力

4月12日，水江镇劳动社区卢家坝
蔬菜基地来了一群志愿者，他们帮着村
民打窝、栽种、浇水……在春耕时节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暖心助农·振兴乡村”
活动。

这群志愿者由水江镇农服中心工
作人员、驻村工作队队员、劳动社区村
社干部、农艺师组成，他们也是“青绘
178”主体力量。

“‘青绘178’的主体力量是单身青
年这一群体，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充分发挥青年们的兴趣特长、智慧才
干，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助力推动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南川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关
键手段是要素流动。

经调查研究，南川区在职青年中，
大龄未婚青年占适婚青年的20%，并且
来自区外占比也较大，大龄青年成家
难、“宅男宅女”社交难成为全社会高度

关注的问题。
为此，南川创新探索“文明实践+青

年力量”志愿服务模式，在全区120余
个党政机关、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
广泛号召，组建了500余名以单身青年
为主体的“青绘178”志愿服务队，引导
广大青年志愿者在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中发挥自身作用。

何为“青绘178”？顾名思义：青年
绘就文明美好蓝图，一起参与吧。

以青春相聚，以志趣凝聚。“青绘
178”志愿服务队根据志愿者的年龄、职
业、特长、兴趣爱好等，组建理论宣讲、
实用技术、文体健康等12个志愿服务
小家，同时整合全区38个面向基层的
部门资源，以志愿服务小家策划了“乡
村女主播”“敲门行动”“茶香万里”等特
色志愿服务项目36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届重庆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南
川区“青绘178”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金
奖。

此外，为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
南川推行系列志愿者嘉许、激励、回
馈制度，成立“文明银行”，探索积分
兑换礼品、积分兑换服务等志愿者积
分时长兑换模式；引导 50 余家企事
业单位和爱心企业成为志愿服务爱
心联盟成员单位，对志愿者推出景区
门票、公交卡、体检卡、观影卡等200
余项礼遇回馈，志愿服务正能量实现

“双向循环”。
黄伟

图片由南川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供

大观镇“荷仙姑”暖心志愿服务队进村入户宣传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