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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钱关键 通讯员
姚雪）“这是我们首次为鸟类建落脚
地，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尝试。”钱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苏庄执法所副所长武
克壮日前对开化古田山小微生态湿地
修复项目进行实地调查。他欣喜地发
现，最近，这一带的白颈长尾雉、白鹇等
野生保护动物明显多了起来。

古田山小微生态湿地由38亩废弃
旱田改造而来。修缮田埂、引入水源、
撒下稻种，放入小鱼小虾。如今，这一
湾被修复完成的湿地，逐渐成为各种鸟
类一个重要食源地，成为它们在不同生
存空间板块迁移、栖息的一个重要“跳
板”。

“在开化，像这样的湿地，在规划、
建设中的还有多处。”武克壮说，这些湿
地由钱江源国家公园、开化县林业局等
不同部门主导实施，覆盖多个乡镇。等
它们串珠成链，从空中俯瞰，就相当于
在开化的各个生态板块之间为鸟类划
出了一条条“迁徙通道”。

山野中动物陆地通道也被逐渐恢
复。近年来，开化通过退耕还林、下山
搬迁、将道路恢复原貌等方式，逐步消
除动物迁徙、栖息、繁衍的障碍。位于
浙赣交界的何田乡际岭头山，是黑麂等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
地。前几年，当地一些村庄为修翻山公
路，将山上、山下的上万亩森林割裂，形
成多个“孤岛”，影响了黑麂等野生动物
繁衍、迁徙。后来，钱江源国家公园和
属地乡镇，将当地一条3公里长的机耕
路进行生态恢复，打通了动物迁徙
通道。

“生态通道修复后，这两年，从江西

境内到开化何田乡来的黑麂等野生动
物明显增多，一些以前见不到的鸟类，
也开始在这一带出没。”钱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陈小南
表示，动物光顾得多了，今年5月以来，
他们还在当地增设了25台红外相机监
测仪，更好地进行科研监测。

作为钱塘江发源地，开化境内生物
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较高，珍
稀濒危物种众多。最新的科考研究表
明，开化境内累计记录生物物种6391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14种、
国家二级保护动植物115种。为强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开化国家公园
城市总体城市设计》要求，未来几年，开
化将以山体、水体为基础构建13条生
物廊道，以串联国家公园、南华山、白石
尖等县域内生态保护重要地区的生物
通道。这些廊道串联了开化各个城乡
生态空间，将为各类陆生动物、鸟类、水
生动物等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空间。

“我们还联合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分别为黑麂和白颈长尾雉
规划了多条有针对性保护措施的生态
廊道，包括一条从长虹乡通到江西婺源
县江湾镇东头村的动物隧道。”陈小南
说，这两年，他们还通过农田地役权改
革，让国家公园范围内的1200亩农田
禁止使用农药、除草剂，以保护微生物、
鸟类等生物生存环境不受人类活动过
多干扰。

环境好了，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丰
厚，当地“两山”转化通道也不断被拓
宽。今年，苏庄镇、齐溪镇等地大力发
展有机农业和休闲旅游，带动当地1万
余户增收4000余万元。

开化为野生动物开辟迁徙通道开化为野生动物开辟迁徙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 刘玄木 韩艳微
记者 戴睿云）日前，杭州市滨江区提
前完成市级民生实事项目——老旧小
区住宅加装电梯年度目标，推进老旧小
区住宅加装电梯200台。截至目前，该
区 29 个安置房小区加梯覆盖率达
91%，受益居民超1.7万户。

去年5月，省委巡视组向杭州市
滨江区反馈巡视意见时，指出“对老
旧小区改造重视不够”的问题。滨江
区迅速成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街道综合改造指

挥部，由区住建局牵头协调各街道、
部门，细化专项综合整治方案。滨江
区纪委监委强化政治监督，建立巡视
整改专班，全程跟踪监督，确保巡视
整改落地见效。

滨江区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问效于民，扎实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
一次”，打破电力、水务、燃气等部门壁
垒，同步推进外立面改造、电梯加装、污
水零直排、二次供水等专项整治项目，
避免二次施工、重复开挖，实现立面、地
面、地下等全方位优化提升。

滨江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00台

本报讯（记者 陆斯超）记者从省
援疆指挥部干部人才组了解到，我省第
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共1081名，其中
不少人是第二次援疆。他们借用诗句
表达心声：“为什么我再次来到阿克
苏？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今年2月下旬，第十一批第一期援
疆教师集体进疆，开启为期一年半的援
疆历程。其中，嘉善县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副校长、嘉兴市援疆教师领队包永明
是二次援疆。今年53岁的他，又回到8
年前奋斗过的土地上。

2015年，包永明首次来到浙江对
口支援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当时被安排
在阿克苏教育学院库车双语培训中心，
支援阿克苏的双语教师培训，并担任嘉
兴市援疆教师领队。

这次他走进沙雅县幸福小学。作
为35位嘉兴援疆教师领队，有了之前

的经验，包永明从全方面、全过程关心
援疆教师，仅本学期就开展集体生日4
次、谈心谈话20余次。作为幸福小学
援疆校长，他主抓学校教学工作和教师
教科研等，在他的建议下，幸福小学有
了很多“第一”——第一届学生运动会、
第一届科技节等，还有云端课堂加强了嘉
兴和沙雅两地的教学互动。“原来学校生
活可以这么好玩有趣。”当地孩子们说。
今年夏天，嘉兴市与沙雅县还联合举办

“小小石榴籽·共筑中国梦”嘉沙青少年
夏令营，邀请两地小朋友互访。两地学
校常态化开展书信手拉手、书法比赛等
融情实践活动，促进青少年深入交融。

援疆教师、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徐
虹也选择了二次援疆。她在新疆理工学
院参与组织该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青
年教师教学大赛等比赛，邀请专家学者
为参赛教师开展一对一培训，选拔、培养

了一批优秀青年教师。
从担任新疆理工学院教师发展中

心主任到任学校教务处副处长，除了做
好教书本职工作，徐虹还肩负着传帮带
青年教师的职责。她在浙阿本科高校
联盟大框架下，发挥组团式援疆力量，
借力浙师大及浙江其他高校的资源，先
后启动“互联网”研习营、“青苗计划”训
练营等师资培养计划，帮助新疆理工学
院青年教师站好讲台，开展54次培训，
培训教师3119人次。

难舍这里的人与事，更难舍此处的
情与义。“被需要是一种幸福。祖国边疆
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眼科技术。”胸
怀家国情怀，浙大一院医生唐旭园报名
援疆，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
院眼科副主任。她说，环境苦能克服，最
难熬的是思亲苦。可援疆快结束时，唐
旭园主动提出接续援疆，让大家感到意

外。“兵团第一师医院眼科多次提出希望
我能再留一期，我不想辜负这份信任。”
说到新一期援疆工作，唐旭园表示，要重
点做好浙阿眼科交流的桥梁。如今，在
浙江援疆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她参与协
调对接兵团第一师医院成立浙大一院兵
团南疆眼科中心。

同样难舍阿克苏情缘的，还有第十
批援疆人才、金华市农科院专家吴梅。
她对接落地实现珍稀药用资源金线莲
在温宿县栽培试验示范，援疆结束后，
仍牵挂金线莲产业发展，作为柔性援疆
专家不定期回到温宿指导，并积极为金
华市农科院温宿分院落实和建设奔走。

省援疆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相关负
责人表示，顺应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
师阿拉尔市发展新形势，浙江援疆已从
组团帮扶一处向系统助推一地转变，不
断提升援疆综合效益。

他们为何选择二次援疆——

“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本报讯（通讯员 汪艺涵）“这个
社会实践服务基地的成立，既让浙
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
院的学生得到在偏远小岛的社会实
践机会，也将充分配合葫芦岛‘小岛
你好’整体建设计划，扩大葫芦岛的
影响力。”日前，民盟旅健学院支部
葫芦岛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揭牌仪式
举行，舟山普陀区东港街道工作人
员介绍。

随着舟山市“小岛你好”海岛共
富行动深入推进，普陀区统战部门聚
焦偏远小岛，积极统筹协调党外人士
各方力量助力海岛共富，今年牵头组

织了各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侨商企业、
舟山旅健学院等成立“小岛你好·普
陀同心服务联盟”，以技能培训、志愿
服务、项目帮扶等举措推进葫芦岛建
设。统战部门多方发动引导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在外乡贤、海岛青年、大
学生等群体到岛上创业创新，有效盘
活岛内闲置农房、空地。

普陀统战部门还推动党派力量帮
扶多个海岛。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
来，该区6个民主党派共结对6个海岛
开展“一岛一品”社会服务活动40余场
次，惠及群众5000余人次。

普陀帮扶偏远小岛奔共富

本报讯（记者 金晨）9月20日傍
晚，来自江西的游客小徐开启临海夜游
模式。刚进兴善门，她就踏入了一场“门
洞”演唱会：95后广东小伙朱志清抱着吉
他，75岁的原住民詹才泰捧着手鼓在门洞
长椅上即兴弹唱；随后漫步长城，竟走进
了“屋顶读诗会”，城墙边的再望书苑利
用屋顶空间打造诗歌舞台，青年用当地
方言读诗，为游客献上文化盛宴……“在
临海逛个10分钟，就看见了四五处文艺
表演，转角都是惊喜。”小徐说。

不难发现，每场文艺活动前，都有一
个“文艺赋美”立牌展示架。去年10月，
省文旅厅在全省实施“文艺赋美”工程，
发动社会各界文艺志愿者在适宜空间开
展常态化艺术展演活动，这也是我省为
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高质量打造新
时代文化高地、促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
精神富有而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

放眼全省，小城临海艺术院校、文

化馆（站）等文艺资源并不出众。于是，
临海直面短板，一方面不断挖掘“角落
里”空间，打造“墙根”舞台；另一方面创
新培育“在地”艺术家，即鼓励大家在当
地进行艺术创作，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艺活动。最近，2023年上半年浙江
省“文艺赋美”工程优秀榜单公布，临海
总得分全省第二。

见缝插针，打造“墙根”舞台。要想
常态化推动志愿者开展艺术展演活动，
适宜、方便的场地不可或缺。比起大动
干戈地拆、改、建，临海选择了更巧妙的
方式，充分利用城市、乡村不起眼的“角
落里”空间，哪怕一处墙根都要发挥余
力。原本用于抗洪、抵御外敌的瓮城成
了戚继光舞台剧剧场，揽胜门两侧的长
廊成了二胡爱好者的根据地，东湖的大
石头附近成了戏曲表演的好去处……目
前，临海市见缝插针打造了222个“墙
根”舞台，让人转角遇见文艺，并采取线

上预约制有序使用。更令临海市文广
旅体局公共服务和艺术科科长陈黎欣
慰的是，在街头巷尾看到“文艺赋美”标
识，临海市星悦广场负责人联系上她，
主动敞开电影院的空间一角，打造了

“文艺赋美”梦幻剧场，供文艺爱好者使
用。

古今融合，厚植“在地”艺术。竞相
开放的场地让文艺爱好者有了尽情发
挥的空间，临海词调传承人包雅文不时
带团在府城王氏故居表演，曲调平和，
尽显江南之婉约；上盘镇如宝村缩山拳
表演队每天在文化礼堂演出，一招一式
尽显台州式硬气。独树一帜的非遗因

“文艺赋美”工程拥有了更多的粉丝群
体。随着青年接连涌入古城，文艺活动
也推陈出新，有了更潮的打开方式。于
是，临海市文广旅体局对于长期开展文
艺活动的团体给予经费奖励，还通过政
策扶持、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传统文艺

旺起来、新时代文艺兴起来。壹号画室
在搬运工会布置的“随便壹展”，将孩子
们天马行空的愿望绘制成长卷，成为新
晋出片圣地；临海青年田丰源和小伙伴
自编自导《异物志水土临海》戏剧在书
店展演，让大家看见临海不为人知的另
一面。今年以来，该市共培养了179支
文艺志愿者团队、5228名成员，开展了
7915场“文艺赋美”活动。

差异化路线，激发比拼氛围。说起
群众文艺活动，广场舞是有广泛受众的
活动之一。临海市文广旅体局按区域
组织广场舞评选，激发大家走差异化路
线，呈现“一村一品”的特色。灵湖舞之
恒开心舞队不仅统一了服装，还自费邀
请宁波的拉丁舞教练邹恒一周来教学
一回。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高质量
文艺作品不断丰富，文艺之美也成为临
海人民精神共富的生动写照。”陈黎说。

临海见缝插针打造222个“墙根”舞台

转角有惊喜 瓮城亦剧场

赶制灯笼
迎国庆

9月22日，在仙居县横
溪镇湫山乡，一家灯笼加工
作坊的农民正在晾晒红灯
笼。随着国庆临近，灯笼销
售迎来旺季，湫山乡灯笼专
业合作社、家庭灯笼作坊加
班加点赶制灯笼，供应节日
市场。 拍友 王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