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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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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汕头市海湾湿地公园里，草丛上一夜之间多了数个褐红色的
小土丘，与周边的绿草茵茵显得十分“违和”。穿着水靴的园林工人脚步
渐渐近了，一双粗壮大手舀起一瓢瓢白色药水，往土丘上灌注。瞬间，土
堆溃散开来，里面冒出密密麻麻的蚂蚁，它们“嗅”到危险讯号，迅速切入

“攻击”模式，挥舞着前端的两个大颚。只是，这一次它们在劫难逃了。
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小蚂蚁，其实是臭名昭彰的红火蚁。它们

食性特别杂，几乎来者不拒，平时躲在草丛的地下，啃食植物、农作物
的种子、根茎，肚子饿了，连昆虫、青蛙都攻击，有时也会换换口味，将
电线、灯箱等城市设施“大快朵颐”。可以说，其所到之处，满目疮
痍。不过，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是，还是它的致命武器——“毒针”。

小小的红火蚁，扎人功力不逊于“容嬷嬷”。它用上颚咬住人，用
螯针连续猛扎、释放毒液，不扎到满意，绝不善罢甘休。人一旦被叮蜇，
会有如火灼伤般的疼痛感，很快出现水泡和脓包，有人会出现发烧、过
敏性休克等反应，甚至危及性命，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眼下又到红火蚁肆虐的季节，汕头市海湾公园管理处湿地公园
管理所主要负责人黄成奇带领园林工人，巡查园区红火蚁的情况，一
发现有小土丘，立即在旁边插上小白旗，提醒游人注意防范，并紧锣
密鼓组织“灭杀行动”。一场人类与外侵物种的“战争”，一触即发。

红火蚁是出了名的“难防治”。近年来，随着汕头市各级各部门
重视防治，红火蚁数量得到一定控制。黄成奇回忆，2017年底刚接管
时，海湾湿地公园的蚁患十分严重，有时一处草坪上竟有二三十处土
丘。红火蚁十分狡猾，平时喜欢躲在干燥阴凉的灌木、石缝下，只有
遇到雨天，蚁穴被雨水打湿，蚁群把潮湿的泥土搬运到地面晒干，才会
出现大家看到的小土丘。园林工人干活时不小心踩到蚁穴，这些“小身
材”“大杀伤力”的红火蚁，一感到危险，立即群起而攻之，狠狠地蛰咬。

黄成奇安排工人用药水和药饵消杀红火蚁。在药物的作用
下，红火蚁中毒直接死亡，或相互传染最终灭治。近乎“白热化”
的“人蚁大战”，在园林工人起早贪黑的努力下，以“一个个蚁巢
被捣毁”告终。

让黄成奇感到无奈的是，尽管蚁患暂时被控制，但是红火蚁被
称为“地表最强入侵物种之一”，绝非浪得虚名。正如拉丁名意为

“无敌的”蚂蚁，它没有天敌，生存和繁殖能力超强，这决定了它“杀
不尽、灭不绝”，只能尽量灭杀，控制数量。“只要还有
红火蚁存在，危害市民健康和城市绿化，我们就会一
直‘战斗’下去。” （（林鹏林鹏 林彦恂林彦恂 摄影报道）

园林工人灭蚁忙园林工人灭蚁忙
草坪上星罗棋布的蚁穴让人如入草坪上星罗棋布的蚁穴让人如入““雷区雷区””。。

没有红火蚁没有红火蚁，，公园游玩更开心公园游玩更开心。。
⬆⬆常年与红火蚁常年与红火蚁““交手交手””，，工人手上工人手上
留下一个个被叮咬的斑痕留下一个个被叮咬的斑痕。。

⬆⬆受惊动的红火蚁警惕地爬上受惊动的红火蚁警惕地爬上
小竹杆查看周围小竹杆查看周围““敌情敌情””。。

⬆⬆这种长有翅膀的红火蚁可以飞行到很远的地这种长有翅膀的红火蚁可以飞行到很远的地
方建造新蚁穴方建造新蚁穴，，从而导致蚁患难以灭绝从而导致蚁患难以灭绝。。

⬆⬆工作人员在草丛中寻找可疑工作人员在草丛中寻找可疑““土堆土堆””。。

⬆⬆发现可疑小土丘发现可疑小土丘，，工作人员立即在旁边工作人员立即在旁边
插上小白旗插上小白旗，，提醒游人注意防范提醒游人注意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