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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初夏时节，草木葱茏，万物并秀。
对于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

级工程师周厚林来说，这也意味着，一
年中最适合野外调查的时间又到了。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巫
山县东北部，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拥有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87种、市级重点保护
植物44种；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8
种、市级重点保护动物28种，而且这些
数据还在不停“刷新”。

5月16日一早，记者就跟随周厚
林的脚步，走进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探寻物种不断“上新”背后的故事。

近年来五里坡每年都有
物种“上新”

穿过五里坡大峡谷向山上驶去，在
海拔上升到1734米时，保护区管护站
赫然出现，耳边同时传来广播声：“您已
进入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请不要……”

“这里就是无人区了，保护措施很
严，私自进入无人区的话，会被摄像头
抓拍下来。”简短解释后，周厚林背上背
包，拿上一根竹棍，迈步向山上走去。

一路上，他的话不多，只是不时用
竹棍划去道路上的枯枝腐叶。偶尔，又
会停下来，对着一株植物、一片叶子端
详，并拿出相机记录。他说，新物种的
发现，离不开仔细的观察。

“保护区里气候独特，同一类植物
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变异，呈现出不同特
征，假设多一片叶子，那可能就是一个
新的物种了。当然，也可能发现有全新
的物种生长在这里。”周厚林说。

在他眼里，虽然五里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与巫溪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水
相连，属于同脉同源，生态气候相似，但
五里坡仍然有其特别之处。

“2021年，五里坡成功跻身世界自
然遗产行列，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为神农
架的生物多样性新增了7个植物群落、
4种濒危物种。”周厚林说，神农架保护
区最低海拔在1000米左右，而五里坡
保护区最低海拔仅100多米，因此在海
拔1000米以下区域，五里坡极大丰富
了遗产地的物种。

2022年，发现“三峡白前”“矮生假
糙苏”；2023年，诞生2个蜘蛛新属及8
个新种；2024年，发现了“巫山黄芩”

“方氏孩儿参”。
近年来，在科研单位和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共同努力下，五里坡每
年都有物种“上新”。

就在5月22日，五里坡又传喜讯：
近期，野外调查首次记录到川柿、启良
重楼和亮叶重楼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也使保护区内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总数增至90种。

渝鄂协作守护野生动植物
的“家园”

在密林中穿行一个多小时，来到海
拔 2100 多米的葱坪后，视野突然开

阔。这意味着，我们已经穿越了原始森
林区域，抵达了葱坪亚高山湿地草甸。

周厚林来到一处溪水边蹲下，轻轻
地翻开一块块石头。“这里有巫山巴鲵，
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娃娃鱼，它们就爱躲
在这些石头下面。”翻了几块无果，周厚
林便作罢，讲起了前几年发生的一桩非
法捕捞巫山巴鲵案件。

五里坡是巫山巴鲵的栖息地，但
它也在与神农架交界的大九湖区域出
没。2023年4月，巫山县检察院接到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检察院移送来的一
条非法捕捞巫山巴鲵公益诉讼线索。

“两地检察院的检察官和我们保护
区管理中心一起，到案发地当阳乡里河
村旗帜山的溪沟进行调查，发现那片区
域确实是有巫山巴鲵出没，相关管理亟
待加强。”周厚林说。

紧接着，一场关于如何保护巫山巴
鲵等野生动植物的集中磋商会举行，在
听取县、乡两级相关部门意见后，巫山
县检察院依法给出了整改意见。

“仅在保护区内就新增设了数百台
红外监测相机、电子围栏等设备，还增
加了标识标牌做警示。”周厚林说，近年
来，巫山县检察院先后与五里坡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湖北省神农
架林区检察院达成协作，为五里坡野生
动植物保护又增加了一把“安全锁”。

“这两年再没听说过非法捕猎的事
情了。”周厚林说。

人工繁育让五里坡生态
系统更加稳固

除了做好野生动植物保护外，近年
来，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
中心也在思考如何有效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

“保护也是为了发展，所以近年来
我们在平河乡设立了科普中心，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展示，为中小学校的学生
讲述五里坡的各种珍稀物种。今年4
月份以来就接待了5000人次以上。”周
厚林指着保护区步道两旁新安装的一
些科普拼图、装置说，保护区下一步准
备开发研学路线，让孩子们走进保护
区，近距离与动植物“见面”，“希望能够
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走进自然、热爱科
学的‘种子’。”

在一面巫山杜鹃的玻璃拼图前，周
厚林告诉记者，近两年，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启动了
巫山杜鹃、秦岭冷杉的人工繁育工作。

“巫山杜鹃跟其他杜鹃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的花瓣更大，而且呈现出的颜
色更加独特、鲜艳。如果能够实现人工
繁育，它完全可以成为景观花卉。”周厚
林说，这两年，在开展扦插试验的同时，
他们还收集种子进行繁育。

秦岭冷杉新的繁育试验也在进行
中。

“秦岭冷杉群落是金丝猴最喜欢的
栖息地，最适合它们在林中跳跃，而且
树上的嫩枝、菌群也是它们喜爱的食
物。”周厚林说，保护区内金丝猴数量的
减少与秦岭冷杉面积的缩减有一定关
系，“所以，我们必须加快野生植物的繁
育研究，努力让五里坡生态系统更加稳
固。”

“私自进入无人区，会被摄像头抓拍”
——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不断“上新”背后的故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当天，《重庆鸟类名录9.0》正式发布，
全市野生鸟类记录增至547种，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达116种。

重庆观鸟会会长危骞说，与上一
版本相比，过去一年间，9种鸟类首次
在重庆被发现或记录。

明月山上发现北扩猛禽林雕

2024年春季，江北区明月山巅，
猛禽监测员郭系的镜头捕捉到一道罕
见黑影——翼展近两米的林雕振翅掠
过天空。危骞说，根据最近20年全国
的观鸟记录，林雕在中国西南似乎有
北扩的迹象，它的发现令观鸟爱好者
们充满期待。

2024年10月7日出现在沙坪坝
区歌乐山的白头鹞，一直令猛禽监测
员们心心念念。白头鹞虽然主要分布
在古北界（由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
欧洲大陆、中亚以及包括西伯利亚在
内的亚洲大陆北部地区组成）的中西
部，但仍会有少数个体进入到中国西
南。危骞说，相信这次在中梁山脉发
现白头鹞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白头
鹞个体在猛禽监测中被记录到。

而在江津四面山的密林里，一场
持续两年的观测揭开了分类谜题。

观鸟爱好者罗盛杭于2024年11
月12日在四面山观鸟时发现了华南
斑胸钩嘴鹛的踪迹，认为该鸟为重庆
新发现鸟类。但经过一系列询问和排
查之后，重庆观鸟会发现有人于2022
年10月4日在几乎相同的位置，也拍
到过华南斑胸钩嘴鹛，同时被拍下的
还有斑胸钩嘴鹛。危骞说，这两种鸟
不同，这些记录有效解开了重庆鸟类
的分类难题。

铁爪鹀成珊瑚坝意外来客

2024年5月初，渝中区珊瑚坝的
江边湿地上，一只铁爪鹀孤零零混迹
于鹡鸰群中。这种惯于冬季集群的候
鸟，竟在春迁时节现身重庆。“这只铁
爪鹀是孤身一鸟，与其他鹨、鹀和鹡鸰
混迹在珊瑚坝的江边湿地滩上。”观鸟
爱好者江华志的镜头下，这只不速之
客像一位迷途的旅人。

而在梁平金马咀湿地旁的果园
里，靴篱莺的秋日停驻则揭开另一段
隐秘旅程——这种西北地区的常客，
近年频频现身南方。2024年9月，一
只迁徙途中的靴篱莺短暂落脚梁平，
似乎迷路的它看上去却并不那么慌
张。

“近些年来，有不少过去主要发现
在中国极西北部的莺类和鹀类在东南
和华南被记录到，有些甚至已经被发
现是稳定越冬的种类，那么，其间是否
还有一条隐匿的迁徙路线？”危骞说，
他们还将继续探索这一谜题。

最令人唏嘘的“迷航者”，当属黑
叉尾海燕。2024年10月，这只本应
翱翔海洋的鸟，却离奇现身开州城
区。尽管救助未能挽回其生命，但它
仍为重庆鸟类名录填补了纯粹海鸟的
空白。

重庆成为更多鸟类“中转驿站”

今年年初，开州雪宝山上，早上6
点的密林中，一只黑喉歌鸲立于枝头
发出清冽鸣叫。这种中国特有珍稀鸟
类，此前仅现身四川邛崃山脉、陕西秦
岭、湖北神农架等地。“本次发现处于
繁殖期的黑喉歌鸲，可能是其在重庆
繁殖的有力证据。”在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孙戈的镜头里，黑喉
歌鸲喉部的墨色斑纹清晰如刻。

而在长江江津支坪段，2024年
10月23日出现的小黑背银鸥无疑是
来得比较早的避寒大鸥。危骞说，这
个物种现身重庆其实也在预料之中，
只是观鸟爱好者们一直未能捕捉到
它的身影。目前，观鸟会正在进一
步探索这些大鸥冬季迁徙到重庆的
日期。

在南岸区大金鹰，5只灰燕鵙羽
毛齐整地同时出现，让观鸟会确认它
们并非饲养逃逸个体。“它们集群迁徙
的姿态，证明重庆正成为更多鸟类的

‘中转驿站’。”观鸟爱好者蒲川表示。
从林雕展翅的苍穹到黑喉歌鸲栖

息的密林，从铁爪鹀迷途的江滩到黑
叉尾海燕陨落的街头，重庆的鸟类版
图正被一点点改写。

危骞说，这个改写背后，是无数观
鸟者踏破山水的足迹，更是翱翔天空
的鸟儿们与重庆这座山水之城和谐共
生的证明。

《重庆鸟类名录9.0》发布

重庆野生鸟类记录增至547种
④

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 党建引领，绘就生态宜居新图景

云深山高，梯田层叠，清水土
家山寨依山就势，炊烟袅袅绘出
山乡画卷。

近年来，云阳县清水土家族
乡坚持党建引领，在市、县住房城
乡建委的支持、指导下，紧扣“美
丽宜居示范乡镇”建设目标，统筹
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与
特色产业培育，积极打造生态宜
居、产村融合的土家风情小镇。

从场镇“颜值”跃升到治理体
系革新，从智慧安防织密基层“平
安网”到“山上山下”产业协调发
展，清水土家族乡正以党建引领
推动各项工作开展，构建起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乡村新格
局，加快绘就生态美、治理优、产
业兴的高品质发展新画卷。

坚持“一深化三提升”
打造美丽宜居新乡村

高山深谷之间，一条条整洁有序
的人行步道蜿蜒铺展，一栋栋焕然一
新的房屋错落有致，一座座承载民族
文化记忆的公共场所焕发新生。3年
来，清水土家族乡在市、县住房城乡
建委的支持指导下，紧扣“美丽宜居
示范乡镇”项目建设，围绕“大三峡文
旅新地标”“一地一标三区两城”创建
目标，将生态美景与人居改善深度融
合，让“美丽宜居”的理念在现实图景
中生根、开花、结果。

立足“藏半坡之间、隐山林之中”
的自然格局，清水土家族乡坚持以

“一深化三提升”（即深化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场镇功能、提升场镇品质、提
升管理水平）工作为主要抓手，在环
境整治与设施提升中持续发力。近
年来，推进55公里乡域通道整治，清
理边沟50公里，种植花卉9230平方
米，打造“微景观”“小节点”4个；改造
草原路北段片区人行道 1385 平方
米，对场镇沿街46栋房屋立面进行
整治提升，街区风貌焕然一新；乡综

合服务中心同步完成升级，为群众提
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办事环境。

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风民俗中心
和民俗活动广场陆续建成，绿化、照
明、排水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不仅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
构建浓郁的土家风情街区提供了载
体。环境整治正从“外在美”迈向

“内在美”，从“一时美”走向“持续
美”。

目前，新街北段片区整治已全面
推进，污水管网不断完善，公共人行
道更加通畅整洁；高速下道口段景观
节点加快打造，智慧安防系统同步建
设，多个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项目建设即将完工。

通过3年持续投入与系统谋划，
一个兼具土家文化特色与现代人居
理念的美丽宜居示范乡镇正逐步成
型，生态环境的“颜值”与乡村发展的

“气质”在这里交相辉映，绘就出一幅
生态优、环境美、乡风淳的清水新画
卷。

深入推进基层智治
提升共建共治新效能

“学校门口的那段下坡路，车子下
行又快又多，以前我们接送孩子总是
提心吊胆。现在不一样了，装了测速
摄像头，新修了人行道，还有乡政府执
法人员护学值守，安全多了。”说起学
校路口的变化，清水土家族乡的张女
士感慨良多。

依托龙缸景区、歧山草场、清水湖
等国家级旅游资源，近年来，清水土家
族乡游客日渐增多，人口流动显著加
快，乡镇治理的复杂程度随之提升。面
对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治理需求，该乡
坚持党建引领，深入推进“智慧安防城
镇”建设，积极应用“141”基层智治平
台，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群众参与、共
建共治的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在实践中，“141”基层智治平台打
破了以往信息割裂、反应迟缓的困
局。以黑臭水体整治为例，去年初，网

格员巡查发现场镇水体及排污沟异味
问题，立即通过平台上报基层治理指
挥中心。中心迅速将事件转派至生态
环境岗，经研判后函告云阳县生态环
境局。云阳县生态环境局随即组织专
业人员开展污染源排查与水质监测，
制定工程治理方案并落实专项资金。
同时，指挥中心依托平台，召集党员志
愿者及职能人员清理水体周边“三乱”
建筑、生活垃圾、杂物，引导群众自觉
参与整治工作，拆除违规建（构）筑物
2000平方米。通过广泛宣传发动群
众参与，推动黑臭水体整治全流程高
效完成，曾经的臭水沟变身小公园，获
得居民广泛好评。

借助141基层智治平台，清水土家
族乡实现了“发现问题—派发任务—协
同处置—跟踪反馈”的闭环治理机制，推
动治理重心下移、服务力量下沉。截至
目前，平台累计受理群众诉求6033件，
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在智慧安防体系建设方面，清水
土家族乡在场镇重点区域新建、升级

摄像头及监控设备，并实现与141基
层智治平台深度对接。平台实时回传
数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与视频分析
功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情况并
自动预警。加之全天候人工巡逻补
充，极大增强了治安管控的覆盖率和
精准度。特别是在节假日游客高峰
期，平台实时掌握人流变化，科学调度
人员力量，守住了安全底线。

如今，在清水场镇，从街头巷尾到
田间地头，一网统管的“智治神经”已
全面织密，从解决“小问题”入手，托起

“大平安”。一件件民生实事的高效处
置，正汇聚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磅礴
力量，美丽宜居示范乡镇正加快成形。

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开辟富民强村新路径

云蒸霞蔚的齐耀山下，清水湖碧
波荡漾，林田湖草交织成画。在广袤
山野间，一场由党建引领、因地制宜的
产业变革悄然铺开，带动着群众向着

更富足的生活稳步迈进。
近年来，清水土家族乡锚定“山上

文旅康养强、山腰菌菇蔬菜旺、山下鱼
米瓜果香”梯度产业格局，系统谋划、
持续推进、加快落地，逐步绘就“一主
两辅+X”的产业新图景。围绕“渔产、
鱼宴、鱼展、鱼乐、鱼游”全链条，清水
湖水产养殖规模已达10500亩，“龙
缸·清水湖有机鱼”品牌声名远播；依
托中药材、菌蔬、大棚蔬菜等特色产
业，全乡累计发展1.2万亩高效农业，
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收益”；“五
园五厂”协同建设，加快推动初级农产
品加工转化，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

在全域旅游发展上，该乡党委深
入挖掘土家文化之魂，打造“清水湖有
机鱼”全鱼宴、“大美清水”特色民宿等
文旅品牌，土家吊脚楼、民族刺绣、非
遗演艺，悄然融入食宿游购娱全过
程。从无到有，如今全乡已有民宿36
家、农家乐120家，2024年接待游客
突破9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稳步提
升，“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群众的“金
山银山”。

党建引领强根基，凝心聚力促发
展。清水土家族乡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作为推动产业振兴的根本支撑，
通过建强党员示范基地、组建产业服务
队、推行“网格+企业前哨”机制，全面提
升党组织引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在
民宿发展中，党员主动帮村民出点子、找
路子，从设计装修到服务培训、从文化植
入到运营指导，件件亲力亲为，处处用心
用情；在产业发展中，党员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为企业解决用地、融资、审批等难
题，党建力量始终在一线生根开花。

如今的清水，不仅有美景可赏，更
有产业可依、希望可期。在这片曾因贫
困而沉寂的土地上，已有一千余名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乡亲们的钱袋子鼓
起来了，日子红火起来了。未来，清水
土家族乡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耕特
色产业，推动文旅融合，用实干和奋进
铺就一条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之路。

黄超 于浏
图片由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人民政府提供

龙洞村知鱼土家农耕园美景如画

火埠塘场镇土家文化墙

七里村金色田园与清水湖相映衬展现自然和谐之美

位于巫山县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葱坪天池（摄于5月9日）。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