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潇）第九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2月7日至14日在哈尔滨举
行。本届亚冬会将举行包括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等在内的多个比赛项目，大量世界顶尖选手
将参赛。

此次亚冬会上，我市优秀运动员王强将代表中
国征战越野滑雪项目的比赛，这也是重庆运动员首
次站上亚冬会的赛场。记者获悉，王强的妻子张岩
也将参与此次亚冬会的裁判工作，这是她于去年2
月退役后首次担任滑雪比赛的裁判。夫妻共同征战
亚冬会，这样的组合无疑将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2月5日，王强夫妇已完成报到。

去年，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越野滑
雪公开组男子双追逐比赛中摘得金牌，这是重庆体
育发展史上在全国冬运会获得的首枚金牌。

本届亚冬会，王强的参赛无疑为所有重庆人带
来了更多期待。此次他将代表中国出战越野滑雪男
子组的全部三个项目：

8日的个人短距离（传统技术）比赛，将是他展
现个人实力和技巧的舞台；

10日的10公里（自由技术）比赛，更是对他耐
力和速度的双重考验；

12日的4×7.5公里接力赛，则是他与队友们团
结协作，共同为荣誉而战的重要时刻。

张岩说，除了一如既往作为王强的主教练，这一
次裁判的身份将让她能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审视比
赛，在赛后为王强提供更加精准的战术分析。

2月5日，随着赛道的开放训练，各国选手们已开
始熟悉比赛场地和环境，为即将到来的正式比赛做好
充分准备。王强夫妇报到后，将于6日开始热身。

丈夫参赛妻子当裁判

重庆运动员王强夫妇
共同征战亚冬会■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今年，是中华秋沙鸭被科学记录现身重庆
的第12年。

12年里，来重庆越冬的中华秋沙鸭队伍
越来越庞大，从原本的七八只扩大到每年30
余只。

这群“鸟中大熊猫”和重庆演绎了怎样的
故事？连日来，记者全方位打探，再现重庆这
座城和中华秋沙鸭以綦河为媒，共绘人类和大
自然和谐共生鲜活美景的故事。

记录者：踏遍綦河两岸寻“国宝”

初春的河面上，一群“野鸭”围堵河里的鱼
儿，扑腾的羽毛溅起成串晶莹的水花。

这是最近一个月在重庆江津区綦河里频
繁上演的场景。这群看上去不起眼的“野鸭”，
就是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中华秋沙鸭。

翻开2013年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4
页图文并茂的论文，记录下中华秋沙鸭在重庆
首次现身的珍贵资料。12年过去，这段记录
依然清晰地刻在了论文第一作者、重庆自然博
物馆研究馆员洪兆春的脑海之中。

“江津人老谭拍下了綦河里中华秋沙鸭的
第一张图片。”回忆起彼时的人和事，洪兆春脱
口而出。

“我至今还记得，2012年12月，摄影爱好
者老谭发到摄影群里的一张图片引起了我的
注意。”洪兆春说，当时老谭在群里笑言自己

“拍到了几只很漂亮的野鸭子”。
“漂亮的野鸭子？”从事动物分类研究多年

的洪兆春放大手机里的图片，反复观看后，她
冲向书柜，“它们不是野鸭子，应该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

栖息在东北山林中的中华秋沙鸭来重庆
越冬了？

怀着这个问题，洪兆春和时任西南大学附
属中学教师的黄仕友开车冲到江津綦河边。

“我们从綦河进入江津的上游两岸开始寻
找。”数天时间里，两人寻遍73公里长的河岸
线，但都未看见这群宝贝。

2013年1月，洪兆春和黄仕友再次驱车
前往綦河，终于在河边的野草间，看到了中华
秋沙鸭，“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
了，不是掉队的一只，而是一群。”

洪兆春说，这意味着这群中华秋沙鸭是有
计划地来到綦河越冬，而不是脱离大队伍偶然

来到重庆，“整整7只，它们有雄有雌，甚至还
有亚成年体。”

2013年3月，经过两个月持续不断的观
察，以洪兆春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论文《重庆江
津冬季中华秋沙鸭初步调查》正式发表，至此，
重庆有了中华秋沙鸭的第一份科学记录。

宣传者：立起綦河边第一块民间宣传牌

重庆来了“贵客”，该怎么款待？
首先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华秋沙鸭。黄仕

友回到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在孩子们中间
普及中华秋沙鸭的保护工作。

“重庆多了一种‘国宝’，甚至比大熊猫还
稀有。”黄仕友的话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于
是，每周的中华秋沙鸭探访队多了一群新成
员。

为让更多人加入保护行列，2013年，西南
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编排了名为《寻
找新的家园——中华秋沙鸭迁徙故事》的舞台
剧。没想到，这一演，从重庆演到了全国，甚至
演到了世界——这台舞台剧在2013年的环球
自然日活动中获得二等奖。

为宣传保护中华秋沙鸭的知识，孩子们在
老师和家长们的指导下，将中华秋沙鸭的珍贵
程度以及保护措施绘制在自制的宣传牌上。
于是，在中华秋沙鸭栖息的綦河边，立起了第
一块民间宣传牌。

“小手拉大手，大手牵朋友。”重庆有了中
华秋沙鸭的消息开始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学
校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中来：

2015年，中华秋沙鸭的故事被编入巴蜀
中学的校本教材；2016年，江津中小学的老师
们开始在学校里开展活动，宣传家乡的新宝
贝；2018年，一个个生态研学团在科学老师的
带领下，以中华秋沙鸭为主题开展研学。

中华秋沙鸭的到来，为重庆青少年打造了
一堂保护自然的青春课堂。

守护者：“野鸭子”变成“了不得的宝贝”

自8年前江津区林业局牵头成立秋沙鸭
保护巡护队以来，郑军便一直担任队长。他和
队员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年从11月中华秋
沙鸭飞来到次年3月份离开，重点负责对其栖
息环境进行巡护。

郑军介绍，江边违规垂钓和捕鱼对中华秋
沙鸭生存环境威胁最大。曾有中华秋沙鸭因
为被鱼钩钩住严重受伤，多亏巡护队员及时解
救才得以存活。

为此，巡护队将辖区23公里河段分摊
给 6名队员，分片区进行 24小时不间断巡
护。郑军说，他和巡护队员都是綦河沿岸的
村民，自愿加入巡护队，虽然工作辛苦，但没
有人抱怨。

“原来西湖镇的居民们说起中华秋沙鸭，
都用‘野鸭子’代指，但是现在你来到西湖镇，
随便问一个居民河里的鸭子是啥子种类，他们
都会告诉你，这是一群‘了不得的宝贝’。”郑军
说，在如今的西湖镇，每到冬季，居民们呼朋唤
友来看“宝贝鸭子”已成常态。

为让中华秋沙鸭不愁食物，江津区林业
局还在綦河贾嗣镇、西湖镇段设置了5000
平方米人工鱼巢，专门为中华秋沙鸭提供丰
富的鲜活饵料。目前，长江綦河江津段已被
列入候鸟重要迁徙通道，为更好记录中华秋
沙鸭的生活规律和习性，保证中华秋沙鸭舒
适越冬，政府部门还对该流域进行了实时监
控。

从邂逅到守护——

“鸟中大熊猫”恋上重庆12年

▶洪兆春在观察中华秋沙鸭。
（受访者供图）

▲在江津区西湖镇綦河越冬的中华
秋沙鸭。 通讯员 李莉莉 摄/视觉重庆

王强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赛场上。
（重庆市冬运中心供图）

王强参赛日程

8日
越野滑雪男子组个人

短距离（传统技术）比赛

10日
越野滑雪男子组 10

公里（自由技术）比赛

12日
越野滑雪男子组

4×7.5公里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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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年年有““余余””

漫画漫画//沈海涛沈海涛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乙巳蛇年，开工了！我们踏着晨曦，迎接
崭新的春天。

生机、活力与希望，是世界赋予春天的底
色。今年，城市将翻开怎样的新篇章？我们
将过上怎样的新生活？春天，总是那么适合
鼓起信心、重新出发，找到新的期待，开启新
的奋斗。

新期待，见诸于新目标。“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6%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5%”……“增”是态势、“长”
是方向。这样的目标，重庆“跳一跳、够得

着”——它的背后，有着厚实的家底和巨大的
潜力。

2024年，重庆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地区生
产总值达 32193.15 亿元；2025 年，“重庆发展
的机遇远大于挑战，发展的确定性远大于不
确定性”，市发改委党组书记高健如是判断。
一言以蔽之，重庆在新一年所要做的，就是把

“一手好牌”打得更加精彩，让每种向好的可
能落地成真。

打好这手牌、把握确定性，是重庆的必答
题。今年，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步入纵深推进
的关键之年。在这样的节点，必须摆出全力
以赴的姿态、鼓起敢闯敢拼的干劲，必须当好
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必须做到起步即冲
刺、开局就奋战。

起步即冲刺，彰显在分秒必争的行动
上。分秒必争，是一种具象的抢先赶早：春节
假期期间，全市 923 家规上工业企业连续生

产、在岗员工21.8万人，特别是西南铝等9家
百亿级企业保持不间断连续生产。分秒必
争，是一种敏锐的市场反应：以央视春晚分会
场落地重庆为契机，重庆推出“跟着春晚去旅
行·璀璨重庆”主题活动等，变“春晚流量”为

“消费增量”，假期期间全市消费总额比去年
同期增长9.6%……

这样的“热火朝天”，给蛇年开了一个好
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憧憬，每个人
都要当好自己的主角。眼下，我们开启了学
习、工作的新“进度条”，行动起来，就是迈向
胜利的第一步！

夺取开门红，靠的是真抓实干。一年之
计在于春，各级领导干部要打起精神，主动将
自身工作摆到全局中谋划，让自己成为落实
政策、稳链固链的重要一环。怎么做？“谋发
展要追求实绩”“作决策要掌握实情”“抓工作
要倡导实干”“促落实要见到实效”，今年市政

府工作报告以一个个“实”的要求，为广大干
部争先创优明确了路径。谁坚持踏踏实实地
付出，谁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一季度的成绩
单一晾便知。

夺取开门红，离不开政策支持。新春前
夕，《重庆市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若干政策
举措》出台，30条政策举措涵盖激发消费活力、
扩大有效投资等九大领域。昨天，重庆市“新
春第一会”召开，明确强调要“抢抓政策窗口期
积极向上对接争取，完善配套实施细则”等。
好政策是发展的“及时雨”，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一线开展调研，细化落地执行方案，力求实现

“精准滴灌”，以政策的“执行不走样、落地无死
角”确保各项部署一贯到底、见质见效。

时间不等躺平者，机遇厚待实干家。天
道酬勤，春播秋收，此刻，正是深耕勤种的时
节。路就在脚下，和春天一起重新出发，相信
明天必不负你我。

和春天一起重新出发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臧博

今年的春节档，以《哪吒之魔童闹海》和
《唐探1900》为代表的6部电影同台竞技，不断
推高该档期的总票房。其中，《哪吒之魔童闹
海》一骑绝尘，不仅创下多项纪录，也用超高票
房，回应了此前“电影已死”“观众不爱进影院”
等论调。

一部电影的票房与口碑齐飞，必定做对了
什么。这一点，从前几年春节档大热的《红海
行动》《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等影片中，都
能找到影子。具体到“哪吒”，根植于中华文化
的故事、制作团队的潜心打磨、极致的视觉化
呈现，就是其做对了的地方。

文化似水，润物无声。从“西游”系列的
《大圣归来》，到“封神”系列的《新神榜：杨
戬》，再到白蛇传说的《白蛇：缘起》，脱胎于中
国神话的故事，被证实在当前依然拥有强大
艺术生命力。勤恳的中国电影人，从未停止
向中华文化寻求创作灵感。这个过程中，有
沉渣泛起的圈钱之作，但更多的还是推陈出
新的诚意之作。如饺子导演的两部“哪吒”，
故事依旧延续着“反抗权威”的内核，但也将
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悲剧性元素弱化，将亲
情友情、反抗不公的底色凸显出来，格外打动
人心。

一枝独秀不是春。现代电影产业，格外强
调团队作战。导演饺子带着团队，十年磨出两
部“哪吒”。许多观众看到导演的采访视频，发
现他头发几乎白了一半，用他自己的话说，“从
事动画事业是一辈子的事，而不是为了赚快
钱”。哪吒的配音演员吕艳婷，为配好情绪波
动巨大的哪吒，她反复揣摩角色，直言“拼了老
命”。导演牵头，带动整个团队“玩命”，优秀的
电影人在团队中加速成长，中国电影产业何尝
不能越来越好。

影院的大银幕视效，加上调试好的音效，
能为一部好电影锦上添花。为了银幕视效，过
去一些影视剧热衷标榜“好莱坞某某团队制
作”“某某工作室技术支持”。最终呈现给观众
的，却多是西式工业风的中国角色，看起来不
伦不类。《哪吒之魔童闹海》正片结束后“出镜”
的特效工作人员名单，隐藏着电影成功的又一
个密码：以影片为项目，凝聚起一群踏实做事
的团队和人，用中国人的思维和审美，制作适
合中国人口味的视效大片。

观众用脚投票，票房可见真章。希望“哪
吒”的这一“闹”，能让更多人尤其是电影从业
者回过味来：少一些自说自话、“圈地自萌”，拿
夹生饭一样的电影糊弄观众，多一些创新表
达、与时俱进，真正让电影叫好又叫座，用诚心
与诚意争取高口碑与高票房。

票房大热的“哪吒”做对了什么

近日，“春节平均每家产生近2kg剩饭剩菜”上了微博热搜。“做一顿吃三天”成了不少家
庭的常态。“过年要多做一点嘛，有时候也会有亲朋好友过来，除夕吃不完就初一吃、初二吃，
整个春节假期都在吃剩菜”，江苏南京市民史女士如此坦言。

点评：在传统观念里，过年时饭菜有剩余，寓意“年年有余”。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祈愿，但无疑会导致食物浪费。“年年有余”的文化观念值得尊重，但节约意识也必不可少，
春节的餐桌不妨再简约、环保、文明一些。

■徐刚

据媒体报道，近日，山西大同有
商户称，春节期间古城内下通知：腊
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期间，无论有
没有市民、游客，商户要彻夜打开屋
内、屋外所有的灯。该商户称，自己
晚上11点被打电话叫去开灯，拒绝
后，执法人员破门而入进去开灯，并
且加装了新锁。当地媒体曾报道，
政府倡议商户延长营业时间、夜间
开启店铺灯光，以此亮化城市，额外
产生的电费将由政府予以补贴。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地
通过灯光秀、夜景工程等方式提升
城市形象，是很常见的做法。然而，
强制商户亮灯的“一刀切”做法，却
背离了“倡议”的初心，不可不谓是
形式主义。

在市场经济下，商户拥有自主
经营的权利，是否开灯理应由他们
自行决定。即便“电费由政府补
贴”，彻夜亮灯也会打乱商户原本的
经营节奏，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能
源浪费。如今是法治社会，任何行
政行为都必须遵循合法、合理、公正
的原则，绝不能逾越法律的边界。
商户半夜被打扰，甚至遭遇执法人
员破门而入，这严重侵犯了商户的
合法权益。如此简单粗暴的管理方
式，既损害了商户的切身利益，也破
坏了城市的营商环境。当地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此举确实不合适，相关
部门也正在处理。

在此事中，该被“处理”的不仅
是执法不当的直接责任人，更是一种工作观念与
作风。须知，城市的繁荣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的参
与和支持，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体的合法权益，
才能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双赢。如果在政
策制定之初，当地就广泛听取包括商户在内的社
会各界的声音，或许就能找到更加平衡且符合各
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不同区域的功能
定位和商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照明策略；或者在
保障基本照明需求的前提下，给予商户一定的自
主安排空间，让他们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灵活调整
开灯时间。特别是，“电费由政府补贴”的相关规
则应该说清楚，不能让商家不明不白支出一笔“造
景费”。

城市治理需要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旅游则需
要依托真正的竞争力。一个地方的旅游环境，不
能靠商家的灯光来照亮，更不能靠虚头巴脑的形
象工程来打造。只有切实拿出诚意、做好服务，游
客才会真正感受到城市魅力。此外，在追求城市
形象提升的同时，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尊重市场
规律、维护法治尊严，也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认真思
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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