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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

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

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

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把我们党对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以美丽中

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下转 2版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

在崀山镇永济村，村民李月英正在稻田

里除草，一对朱鹮旁若无人，时不时飞来在她

旁边觅食。

“田里有小鱼小虾等，朱鹮经常来吃，我

们在田里干活也不怕人。”李月英说。前年，

一对朱鹮飞到她家门前的大松树上筑巢，虽

然永济村并不属于“鹮田一分”区域，但镇、村

干部和护鸟志愿者经常来村里宣传：朱鹮是

国宝，是“吉祥鸟”，大家要好好保护。

从此，李月英和邻居们便成了这对朱鹮

的义务“守鸟人”，经常投喂食物并每天向监

测站报告朱鹮生活状况。村民们亲切地称朱

鹮为“仙鹤”，早上外出劳作时，李月英会对着

门前的大树喊道：“仙鹤仙鹤，下来吃饭了！”

朱鹮便好像听懂了一般，循声飞到田中觅

食。后来，这一对朱鹮还在这里产下一只小

朱鹮。

朱鹮有很多天敌，在石田村主要是蛇和

鹰。为保障安全,朱鹮保护监测站在每个朱

鹮窝巢旁安装了高清摄像头，24 小时监测保

护。并在窝巢附近,用油纸将树干包裹起来

防止蛇上树，并适量砍去隔壁树上的枝条，不

给其它动物捕食朱鹮留下空间。

然而，大自然是残酷的，天敌对朱鹮幼鸟

的侵袭防不胜防。2023 年 5 月，第一批放飞

的朱鹮中，有一对飞到 10 公里外的崀山镇黄

背村筑巢并产下 4 只幼鸟。但不幸的是，一

天晚上一条 2 米多长的王锦蛇，悄悄从旁边

大树的侧枝通过身体“搭桥”，爬进朱鹮巢中

捕食幼鸟。

在监控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后，刘叙

勇、李凯心急如焚，立即驱车前往黄背村，攀

爬上树驱赶王锦蛇。但还是晚了一步，4 只

幼鸟仅剩下 2 只，而且都受了重伤。为救治

幼鸟，2 人当晚跑遍了新宁县城所有兽医站、

宠物店，最后在县人民医院清理伤口后又连

夜将幼鸟送往长沙市生态动物园救治。目

前，2 只被救的朱鹮仍生活在长沙市生态动

物园中。

为进一步保护朱鹮,崀山世界自然遗产

管理局组建了一支由 6 人组成的专业管理团

队和一支 17 人的执法队伍，构筑起集科研、

保护、监测于一体的县、镇、景区、村全覆盖的

四级保护网络，包括信息报送员、朱鹮保护志

愿者等 160余人。   

        (下转 2版②)

■守护“仙鹤”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朱鹮古名朱

鹭，俗称红鹤，是东亚大陆最古老的鸟类之一，被

称为“动物活化石”“东方宝石”“吉祥之鸟”。它双

翅展开飞翔时，羽翼如同红色的霞光掠过天空，故

称朱鹮。

据史料记载，湖南历史上曾有朱鹮分布。但

到上世纪初，因生态环境变化、耕作方式改变等原

因，朱鹮在我省绝迹。

20 世纪 70 年代末，整个东亚大陆再没有目击

朱鹮报告。这种美丽的鸟可能已经灭绝的消息，

当时引发了很大的国际震动。于是，我国政府组

织专门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幸存朱鹮。中科

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荫增历经数年，终于在陕

西省汉中市洋县的一个小山沟里找到了 7 只朱

鹮。依托这个全球仅存的朱鹮种群，我国开展了

一系列繁育保护工作，朱鹮数量才得以逐年增加。

由于十分珍稀，朱鹮与大熊猫一样，曾多次作为

国礼赠送给友好国家，因此也被称为“鸟中国宝”。

朱鹮被引入崀山，缘于4年前的第二届鄱阳湖

国际观鸟周活动。时任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

明旭在活动中了解到，当时的朱鹮种群仅生活在陕

西汉中、河南信阳等北纬30度以上中纬度地区几个

保护区内。

“在极端气候和重大野生动物疫病频发的背

景下，如果朱鹮种群分布范围太小，仍会面临存

亡挑战。”王明旭意识到，南山国家公园一带曾是

朱鹮历史分布地，如果在这里实施“引鹮入湘”工

程，通过人工繁育，可为朱鹮物种延续再增加一

道保险。

经过紧锣密鼓考察、论证、筹备，2022 年 9 月 5

日，崀山镇石田村从汉中迎来首批 10只朱鹮。

将朱鹮引入地处北纬 26 度的崀山，突破了从

中纬度地区到低纬度地区的地理界限，必须探索

出一整套不同于种源地的人工驯养繁殖技术体系

和野外重建种群培育操作体系。特别是，与普通

鸟类不同，朱鹮的幼鸟孵化有特定的温度、湿度要

求，这对种群繁育带来很大挑战。

为此，崀山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在朱鹮引入之

初，就在石田村搭建了大型野化笼，笼内模拟当地自

然环境，让朱鹮过渡适应后，再放归大自然。

朱鹮种群的繁衍，关键在于孵化成功率。通

过采用专业孵化设备控制鸟巢温度进行“催产”，

目前，崀山野化放归的 24 只朱鹮已孵化出了三批

次幼鸟，数量增加到了35只。

至此，时隔一个多世纪后，朱鹮重又翱翔于

崀山，让这一珍贵种群生活区域向南延伸了 400

多公里，成为全球最低纬度和低纬度地区首个

朱鹮野化稳定种群。

■从中纬度到低纬度：
一个种群的“跨界”重建

清晨，天刚放亮，丹霞群峰环抱的崀

山脚下，欢快的鸟鸣声开始在石田村山

野田畴间此起彼伏，与氤氲的晨雾、盎然

的绿意交织成一曲美妙和谐的田园诗。

6 月 25 日，刘叙勇像平日一样早早

来到石田村 3 组“鹮田一分”的水田边，

将一桶活蹦乱跳的泥鳅倒进田里。不

一会儿，一群栖息在附近山林里的世界

濒危保护动物、被誉为“鸟中国宝”的朱

鹮，羽翼泛着微光展翅而来，落入田中

觅食泥鳅。

刘叙勇是南山国家公园崀山世界

自然遗产管理局朱鹮保护监测站 2 名常

驻“守鸟人”之一，他与该局生态保护科

工程师李凯一道，主要负责朱鹮每天的

食物投喂、野外监测、保护救助等工作。

“现在，朱鹮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

境，成为全球最南方的朱鹮稳定种群。”

刘叙勇自豪地说。

跨 越 北 纬 30 度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崀山重建全球最低纬度“鸟中国宝”野化种群群

邵阳日报记者 仇湘中 刘成群 羊长发

▲救治朱鹮幼鸟  刘昌鸿 摄

▲全天候监测朱鹮活动情况    刘昌鸿 摄

▲崀山朱鹮    贺君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李娟）7 月 5 日，

南方稻作区“早专晚优”新品

牌“松雅稻种”产业发展研讨

会暨新品种新闻发布会在邵

举行。省内行业专家、优秀企

业代表、农业技术推广研究人

员、经销商代表、种粮大户等

齐聚邵阳，通过“田间现场观

摩与专家学术授课”相结合的

方式，聚焦稻种技术创新与产

业落地，为农业增产、农村富

裕、农民丰收注入新动能。

观摩会设在湖南粮安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研 发 基 地 。

现场，参会人员对松雅 12、松

雅 77、松雅珍珍、松雅圆圆等

“松雅稻种”的田间表现和长

势给予高度认可。基地技术

人员还对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及水稻中后期管理中的病虫

害防治技术等进行一一解答。

“早专晚优”育种理念以

“早稻专用化、晚稻优质化”

为核心，是应对气候变化、市场需求升级的创

新实践。“松雅系列”早稻品种是湖南省水稻研

究所历经 20 余年材料创新与积累的科研结

晶，类型丰富多样，涵盖长粒香稻、圆粒稻、米

粉稻、浓香型稻、镉低积累稻等，由湖南粮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推广。目前已审定的早

稻新品种达 12 个，在祁阳、岳阳、邵阳育种、试

种成功。

据悉，“松雅稻种”在早熟、高产、优质等方

面具备显著优势，其早稻品种生育期较其他品

种缩短 10-15天，同时糙米率提升 3%-5%。

作为米粉专用稻品种，“松雅稻种”深受市场

欢迎，同时也是国家粮食储备库专收的早稻品种。

此外，它对稻瘟病、纹枯病的抗性达到中抗以上水

平，且耐涝、耐低温能力显著优于传统品种。对于

邵阳而言，“松雅稻种”十分契合本地米粉加工需

求，为地方特色美食产业提供了优质原料，为延伸

水稻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创造有利条件，实现

了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的良性互动。

当 天 还 开 展 了 圆 粒 早 米 粉 稻“ 松 雅 稻

谷”订单签约，并颁发了“松雅稻种 2025 年突

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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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何

灵芝）7 月 3 日下午，在市档案馆内，市民宗局

正式向该馆移交 4 份珍贵实物档案，即中共中

央、国务院授予市民宗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牌匾和国家民委授予我市的“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牌匾及相关荣誉证

书、光荣册。

移交仪式上，市民宗局负责人郑重将牌

匾和证书逐一递交给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深

情嘱托：“这些荣誉凝聚着全市人民为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付出的努力，希望通过档案化管

理，让这份荣耀与力量永续传承。”市档案馆

负责人回应：“实物档案是历史的生动见证，

我们将通过专业整理与数字化处理，让静态

档案‘活’起来，持续凝聚民族团结的力量，传

承荣耀精神。”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

民宗局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

动全员动手、全民参与、全域创建，构建立体化

宣传矩阵，打造“铸牢”主题教育馆 1 个、“铸牢”

教育实践基地 3 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10

个、主题公园 12 个、主题大道 10 条、开通“民族

团结号”公交专线，不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落

实“三项计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施

产业帮扶、文旅融合，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

展，形成邵东市“民族团结文化周”和“三维联

动”涉疆服务管理、新宁县“百里脐橙连崀山”、

洞口县“红石榴 1+1”、双清区“8+N”结对共建

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2024 年 1 月，我市

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同年 9 月，市民宗局获评“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让静态档案“活”起来

两项民族工作荣誉留存兰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