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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上城区首次推出了
古树认养。有8棵“树爷爷”在一天
时间全部被认养完了。

据 《钱江晚报》 报道，认养了
这 8 棵古树的都是团体和家庭。其
中，包括 4个家庭，3个党支部，还
有一个单位组织。

随后，所有认养人还会进行培
训，了解古树相关知识。认养后不
仅只是热心参与者，还会按照专业
程序实施拔草、修枝、浇水、施
肥、捉虫等。据介绍，当地还会陆
续推出更多的古树供社会认养。

（詹程开 孙明姝）

杭州8棵百岁古树认养
认养人要过专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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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布首批
革命文物名录
本报电 3月11日，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公布了首批
革命文物名录。共计 150 处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和208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进入
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这些文物涉及范围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相关，与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相关，与近代以来著名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
施相关。

据《新民晚报》报道，此次首批公布
的革命文物名录区域分布广、时间跨度
长、类型范围广、价值显示高，体现了上
海作为早期党中央机关驻在地、工人运
动发祥地、宣传文化主阵地、青年人才培
养地的特殊地位。 （朱 光）

首都博物馆成立理事会
社会人士争相报名

本报电 首都博物馆近日发布的一则公告，
吸引了很多人关注：“首都博物馆将成立第一届
理事会。现诚邀热心博物馆事业的社会人士加
入，共谋文博事业发展。”

招募公告列出了具体的条件：应征者年龄
为 18 至 70 周岁，热心社会公益，热爱文博事
业。同时，应征者在所在行业具有一定资历和
良好声望。

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称：公告发布短短
几天，就吸引了众多应征者，其中既有高校教
师、已退休的文博研究人员，还有大量的文博
爱好者，据工作人员介绍：“来自各行各业，各
年龄段都有。”目前首都博物馆正在履行推选程
序，拟推选6人入会。

在北京的博物馆中，已有北京石刻艺术博
物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北京文博交流馆等
先后成立了理事会，其中社会人士约占一半。

塔里木盆地北缘
城市起源可追溯至春秋

本报电 考古人员通过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研究判定，
塔里木盆地北缘城市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
天山南麓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东
南 20公里，地处迪那河下游喀拉塔勒河冲积荒
漠地带。城址由城墙和城内中部高台组成，城
垣平面呈不规则圆角长方形，周长约900米，墙
体现残存高度 1-2 米不等。中部高台区平面呈
椭圆形，周长约 340 米，最高处距地表残高 6.5
米。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有着明确的城市规
划，高台区内房屋建筑的布局结构清楚，房址
并列分布，除使用土坯垒砌外，在房屋内部或
墙体内均可见木柱，亦表明其建筑的等级之
高。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城址已经具备有极高的
城市文明。

据 《乌鲁木齐晚报》 报道，经过自 2018 年
开始的考古发掘判定，该遗址经历了从小型聚
落到城市的演变，是目前新疆进行科学考古发
掘且有确切测年数据的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
址。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天山南麓早期
铁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空白，对探索新疆天山南
麓早期铁器时代聚落向绿洲城市发展的脉络、
文化面貌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区县级文游融合指数发布
良渚所在区域指数为81.64

本报电“ 余 杭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指 数 为
81.64。”历经一年，以余杭为样本的杭州市余杭
区、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
共同研究的 《余杭文旅融合指数》 在北京发
布。该指数是国内首个区县级文化和旅游融合
指数测评指标体系。

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端，西倚天目山，
南濒钱塘江，中贯东苕溪和大运河，是杭州通
往沪、苏、皖的门户，区域面积 1228 平方公
里，被誉为“中华文明圣地、创新活力之区”。
拥有 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2000多年的运河文
化和 1000多年的径山禅茶文化。区内有大运河
和良渚古城遗址 2 处世界文化遗产。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3051.61亿元，是全国文化先进地
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区，浙江省首批文旅产
业融合试验区、浙江省首批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区。

本报电 由湖南地图出版社编制设计的《湖
南文旅地图》 已正式出版。目前，该地图已在
各级新华书店发行。

据介绍，《湖南文旅地图》充分挖掘并展现
了湖南境内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世界文
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2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 26 处以及省内评选出的“十大魅力场馆”

“十大文化地标”“十大文旅地标”“十大文旅小
镇”等。

据 《长沙晚报》 介绍，地图上还呈现了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介的湖南“5+2”锦绣潇湘
湖南旅游精品线路，即时尚都市历史文化游、
魅力湘西世界遗产游、天下洞庭湿地生态游、
诗意湘南寻根祈福游、神韵雪峰户外休闲游5条
精品旅游线路和伟人故里红色潇湘路、不忘初
心重走长征路2条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这7条精
品线路将沿线的景区景点串联起来，为游客提
供了不同主题和体验的旅游路线。 （黄 能）

全球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

评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标
准主要有两个方面：特有物种的数
量和所受威胁的程度。国际环保组
织在全球确定了 34 个物种最丰富
且受到威胁最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在这里生长的很多动植物都
是这些地区所特有的,这些地区虽
然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3.4%，但
是包含了超过60%的陆生物种。

中国西南山区是全球 34 个生
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它西起西
藏东南部，穿过川西地区，向南延
伸至云南西北部，向北延伸至青海
和甘肃的南部，这里拥有 12000多
种高等植物和大约 50％的鸟类和
哺乳动物。

链 接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网站

公众和专业工作者共同努力
呈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如盈江犀鸟观测发现这样的实例，近
期还有许多。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回
巢的习性，目前全球仅存 3000余只。2020

年 2 月，国家电网南昌供电公司输电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在南昌市进贤县青岚湖水域
附近巡视时，发现 2 只大鸟在输电铁塔上
筑巢孵雏，经动物保护部门确认为东方白
鹳。2020 年底，输电运维七班巡视时发
现，芦苇地好像被油漆刷出了一道道白色
的线条——这是大型候鸟飞过该片区域排
便留下的痕迹，于是便申请再次加固鸟
巢。2021年1月底，他们发现有2只东方白
鹳已经回巢。现在，当地已经利用无人机
将这两只东方白鹳的画面记录下来，将发
给相关部门鉴定是否为去年的“返乡客”。

3月8日，河南济源市愚公林场发布了
统计数据：自 2015年以来，河南太行山猕
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红外相机捕捉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的珍贵
影像资料累计百余次，并在多个监测样区
监测到金钱豹。由此得出的判断是：“通过
前后数据对比，我们发现金钱豹的活动范
围越来越大了。项目开始之初，只有10台
相机可以拍到，目前有30台相机可以拍摄
到，活动个体也从最初的 3 只增加到现在
的6只。”

同样还是在3月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
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资源
管理局，发布了生态管护员近期拍摄的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种群活动的
系列照片，其中一张42只岩羊攀爬崖壁的
照片，反映了岩羊这一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垂直迁徙的生物特性，从而受到关注。

现在，进入公共视野的野生动植物观
测成果和保护事件明显增多。这些真实、
连续记录的自然界信息，是在社会公众和
专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也
越来越准确地呈现了生物多样性世界。

盈江的犀鸟……
本报记者 齐 欣

连续记录珍贵影像
犀鸟成为盈江的“地理标志”

刚刚进入 3 月，云南盈江的几位自然
生态摄影师，记录到了双角犀鸟极为详尽
的封巢细节。相对于文字描述，犀鸟在中
国区域内的影像记录明显欠缺。那些画面
精美的记录照片，在摄影师的相机中几乎
没有停留，就立即被媒体广为传播。

在中国境内，犀鸟主要分布在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盈江县。当地的
“犀鸟谷”在观鸟爱好者的圈子中非常著
名。犀鸟羽毛艳丽，有着巨大的翼展；双
角犀鸟飞翔时，常带着“唰……唰……”
的声响呼啸而过。这些照片也引起了我的
关注：此次“封巢”记录不仅是科研过
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自然遗产”
影响力增强、“生物多样性”理念深入普及
的大背景下，科研观测成果受到重视、公
众参与程度深化、野生动植物保护成为社
会关注热点……这些都预示着当代中国人
社会日常生活在发生着某些变化。其中的

一个结果，就是野生濒危动物“明星”的
出镜，来得快，也更频繁。

对一个编辑来说，快速找到信息源不
是难题。我致电给其中一名拍摄者：“你是
尹以祜？”“是，但我没空。”电话铃声响起
时，他最喜爱的犀鸟正在归巢，在镜头中
出现了。

尹以祜的工作单位，是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融媒体中心。在记
录、发布了双角犀鸟的封巢影像后，他在3
月 4 日晚间给我发来新拍下的另一种花冠
皱盔犀鸟。画面中展现了犀鸟相濡以沫般

的生活场景。又过了3天， 他和当地生态
摄影师一起，在海拔 2000 多米的山林里，
拍摄到2雄1雌共3只棕颈犀鸟影像。

这批棕颈犀鸟影像再次被广为传播。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棕颈犀鸟的踪
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摄影师在西双版
纳拍摄过棕颈犀鸟；20世纪90年代初，科
考调查队员只听当地村民说起过，但一直
没有影像作证。尹以祜和当地生态记录者
的工作，不仅填补了科学考察的空白，也
通过频率极高的生态多样性传播，将“犀
鸟”和“盈江”，更紧地联在一起。

现在，进入公共视野的野生动植物观测成果和保护事件明显增多。这些真实、连续记录

的自然界信息，是在社会公众和专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也越来越准确地呈现

了生物多样性世界。

行行可以出状元
期待生态摄影师井喷式增长

虽然盈江犀鸟观测有了连续性进展，
但尹以祜说要做的事还有许多。比如人们
知道犀鸟是杂食动物，他们看到犀鸟在无
花果树上采食，也见到公鸟衔着蛇回巢。
但它们如何捕食动物的？

盈江位于中缅边境上，目前对于这一
地域犀鸟的迁徙规律还没作出整体描述。
人们常把犀鸟称为“爱情之鸟”。当地的观
测者通过鸟儿独有的嘴部或身体特征可以
判断出一对对“夫妻”。在 2019 年尹以祜
他们记录到了一个情节：一只孵化季节的
公鸟意外死亡。在巢中孵化的雌鸟等待了
一整天，转天挣扎出巢自己去捕食了——
那第二年会发生什么呢？

筑巢孵化是犀鸟的一件大事，到了 7
月初，小鸟就直接可以出巢飞走了。于
是，每年2月至6月，也是观测犀鸟的重要
阶段。

盈江有 710 多种鸟类。犀鸟观测已经
可以“稳定记录”，就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段
内，能够连续观察到。当地已经有了相对
稳定的记录团队，每次记录多由记者、观
鸟者、鸟类专家和自然保护区的人一起结
队，观鸟地的农户则提供信息和后勤保障。

“行行可以出状元”。这些记录者和参与者，
常对某一地、某一类动植物更有发言权。
中国的生态记录者还是太少；与文化遗产
呈现的活态态势相比，对自然遗产的描述

与阐释能力还是太弱！生态多样性的大氛
围有可能激发出一种鼓励机制——让更多
的人由摄影、观赏或公益保护行为向记录
者和研究者转变。随着真实、完整的科研
积累，一定会有更多的公众成为专项研究
专家，甚至在未来几年内，这种研究规模
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我主要以媒体记者角度去做记录，有
时候也向自然生态摄影师靠拢。”尹以祜这
样描述自己现在和以后的定位。

湖南出版文旅地图
包含3处世界遗产

国家电网南昌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发现
的2只东方白鹳“返乡
客”，目前已在输电铁
塔上生下5只鸟卵，进
入孵化期。
（谢梦丽 贺艳珠摄）

生态摄影师拍
摄到双角犀鸟雌鸟
进树洞准备育雏细
节，在用其大嘴将
洞口封闭缩小。

3月1日
双角犀鸟

3月4日

犀鸟常被称作
“爱情之鸟”。这是
被 生 态 摄 影 师 在
2021 年 3 月 4 日记
录到的合力筑巢时
的花冠皱盔犀鸟。

花冠皱盔犀鸟

3月7日

生态摄影师在
海 拔 2000 多 米 的
山林里，拍摄到 3
只棕颈犀鸟影像。

几十年来，人
们一直在寻找它们
的踪迹。

棕颈犀鸟

（均为尹以祜摄）

2020年10月末，尹
以祜 （左一） 在村民徐
小 龙 的 带 领 下 进 山 拍
摄。当地的石梯村有许
多“鸟塘”。以前徐小
龙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现在则成为一名熟练的

“鸟导”。
赵普凡摄

野生动植物“明星”增多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中国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大多
涉及生物多样性。

2021年3月3日是第八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今年中国的主题是“推动绿色发
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自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的信息表明，近年来，通过不
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体系和管理制
度，进一步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合
作，大力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拯救
繁育，以及野生植物就地迁地保护和回归
自然等，有效保护了 90%的植被类型和陆
地生态系统、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大熊猫、朱鹮、
藏羚羊、苏铁、珙桐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盈江的
犀鸟在7天的时间内，被反复关注？如何理
解进入公共视野的野生动植物观测成果和
保护事件越来越多？这首先意味着科研成
果的大量出现，也意味着社会关注度的提
升，信息传播的频率也因之越来越活跃；

这又反过来激励了在第一线的科考实践，
尤其促进了公众的知识储备和科考水平不
断提升——既能是奉献者，也在寻求从中
受益。

3月 7日发现棕颈犀鸟的背后，还能找
出更多的细节：最先把生态摄影师们引来
的并非犀鸟，而是当地的村民。2 月 18
日，一个叫王根虎的村民把他拍摄的照片
交给了当地鸟类专家。

“我看到 3只犀鸟往我家草果地旁的树
林里飞去，我就悄悄跟着，”王根虎说，

“一只大鸟就站在我面前一棵树枝上，还有2
只在密林里动来动去，我就用手机拍了视频
和图片。这几年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盈江犀鸟
的报道，从大嘴的形状上我敢肯定是犀鸟，
但它们和以往看到的又有些不一样。”

王根虎这位普通的村民可能没有料
到，正是他这敏锐地随手一拍，引出了一
个大发现。

在盈江，大部分村民都知道一些鸟的
知识和保护的重要性。因为鸟儿正在改变
他们的生活。在当地，鸟类观测点称为

“鸟塘”。目前生态摄影师经常使用的犀鸟
观测点有6个。这其中许多“鸟塘”都是由
村民经营的。于是在整个生态记录过程
中，村民们既是后援者，也成为鸟儿新信
息的提供者。

日前，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天峻片区苏里乡至花儿地一带，10
只豺闯入了红外相机镜头。这是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在继 2019 年
拍到世界罕见的 5 只雪豹、6 只兔
狲、5只荒漠猫同框画面之后又一重
大记录。据推测，祁连山地区发现
的豺，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群。

图片来源：青海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