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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通道纳入法律保护”是对候鸟的最好保护
　　记者近日从国家林
草局确认，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司于上月新设鸟类保护
管理处，进一步加大鸟
类保护监管职责，强化
鸟类资源保护。当前，
我国鸟类保护面临哪些
困难？针对秋冬季候鸟
迁徙采取了怎样的保护
措施？未来鸟类保护工
作有何重点？新颁布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首
次将候鸟栖息地和迁徙
通道纳入法律保护范围，
将候鸟繁殖地、越冬地、
停歇地和迁徙通道作为
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
对象之一。（11 月 19 日

《新京报》）
　　眼下，正是候鸟南
飞的季节，每天有大量
的候鸟从北方飞往南方。
一些不法之徒往往在这
个时候对过往的候鸟痛
下毒手，滥捕滥杀、买
卖野生鸟类现象时有发
生，许多过往候鸟不得
不“提心吊胆”地从我
们的头顶飞过。
　　众所周知，爱鸟不
仅是保护鸟类，也是保
护人类的生态环境。我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
禁止非法捕杀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禁止
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

然而，一些不法之徒的
残忍和贪婪，使得众多
候鸟穿越饥寒、寻找温
暖的迁徙路竟成了不归
路。
　　事实证明：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其实，
大量捕杀候鸟现象的背
后，往往存在着利益驱
动。一些职业的候鸟“杀
手”无视法律，皆因非
法获利丰厚，且容易逃
脱法律制裁。加之，候
鸟迁徙路线往往处于深
山老林，地广人稀，导
致监管、执法存在困难，
这也无形中使得捕杀候
鸟之风难以得到遏止。
　　此次，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司，首次将候鸟栖息地
和迁徙通道纳入法律保
护范围的做法，无疑是
对候鸟迁徙路上安全的
最好保护。这不但让恶
意捕杀候鸟的人有了法
律层面上的约束，而且
也让那些捕杀候鸟的人
知晓滥杀滥捕候鸟是一
种违法行为。
　　但笔者以为，要把
牢构筑候鸟保护网，一
方面需要加大处罚力度，
要依法打击捕杀、出售、
收购、运输、交易候鸟
行为，应当让候鸟“杀手”
付出沉重的代价，使之
不敢铤而走险；另一方

面需要强化公民参与。
每个公民都应树立候鸟
保护意识，要自觉抵制
“食鸟诱惑”，不捕杀、
不食用、不买卖候鸟，
并积极善待、救助遇困
候鸟。同时，一旦发现
不法之徒滥捕滥杀候鸟
的行为，要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
　　鸟是我们人类的朋
友，保护鸟类就是保护
我们自己。让我们积极
行动起来，从保护一只
候鸟做起，让候鸟的迁
徙路“一路平安”，安
全地从我们的头顶“飞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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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故宫博物院
原院长单霁翔受聘担任
栖霞山文化顾问，在谈
及自己被网友称为“网
红院长”时，他直言并
不喜欢，觉得网红稍纵
即逝，而社会需要经过
实践、积累、交流的文化。

（11 月 18 日 中国新闻网）
　　这不是单霁翔第一
次拒绝当网红，今年的
旅游产业发展年会、书
博会等他都多次提到自
己是“被网红”的，认
为网红这个代名词充满
了碎片化的意味。
　　不得不承认，现在
的确是一个快消社会，
人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碎
片化的时间，而网红产
品诸如抖音等娱乐方式

都是填充这些时间的最
好工具，它们的消费非
常迅速，不需要思考就
可以直接进入大脑，令
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
因此被称之为“快消”。
快消品数量、种类都非
常丰富，人们越来越沉
浸其中，乐不思蜀，但
它又并不引起思考，看
过即忘，就好像一种精
神鸦片，令人沉湎娱乐，
思维钝化，精神空虚。
　　单院长之意就在此，
他称，以前人们来看故
宫多为五分钟浏览拍照
式旅游，这样走马观花
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发挥
故宫的文化价值，因此
他对故宫进行文创建设，
这是为了让故宫及文物

活起来，而网红只是他
借助的一种方式并非目
的，他也并不希望故宫
流于形式，变成快消品，
故宫文创的本质仍然在
于输出这个博物馆作为
历史文物积淀的百年文
化。
　　事实上，他也做到
了，原本“高冷”的故
宫通过“飞入寻常百姓
家”的方式，让现在的
年轻人越来越喜爱“国
风”“国潮”，纪录片《我
在故宫修文物》，更是
让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我
国的文物瑰宝，这都有
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感，增强我国文化软实
力。
　　但并不是所有的文

创都这么成功。有不少
文创打着文化的名号，
开着文化的滤镜，实际
上就是卖假情怀的快消
网红产品。台北“松山
文创园区”被一场又一
场的商业化卡漫展及时
尚趴充斥，富邦台北文
创大楼沦为精品百货及
奢华旅馆，靠电影《从
你的全世界路过》走红
的重庆鹅岭二厂变成摆
拍圣地。
　　如果连文化都沦为
快消时代的牺牲品，那
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
了根基。我们不能否认
成为“网红”的方式能
让文化更深入人心，但
我们也决不能接受网红
披着文化的外衣消费大

众的精神生活和时间。
这样的“网红”经不住
时间的考验，没有文化
滤镜的它们只会原形毕
露。而作为消费者的我
们也需要明白，真正的
文化是经历时间沉淀而
成，不是碎片化、商业
化的产物，要真正读懂
文化内涵也不是花五分
钟和它拍个照就可以了。
　　互联网的发展，网
红的兴盛，给了僵化文
化活的机会，但需记住，
这只是文化推陈出新的
方式，我们更应该关注
的是文化背后的深层积
淀，这才是弘扬好中华
文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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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院长”拒当网红是个好提醒

　　11 月 16 日，存在智
力障碍问题的 12 岁的女
孩小文（化名）进行了
手术，流产了因遭性侵
而怀孕的胎儿。这是她
八个月内，再次遭到性
侵、第二次怀孕。此前
一次，是在今年 3 月，
当时警方已介入调查，
但悲剧在短时间内再次
发生。报道一出，立即
激起了社会的剧烈反响。

（11 月 18 日《半岛晨报》）
　　小文不是个例，今
年 10 月 26 日安徽宿州
15 岁智障女孩被多人侵
犯，6 月 29 日河南温县
一男子企图性侵智障女
孩，此类新闻让社会大
众义愤填膺。
　　在大家讨论要严惩
犯罪者的同时，我们还
应该思考，除了警方开
展有效调查，尽早抓到
犯罪者并给予应有的惩

罚，在性侵害面前，应
该为小文和其他智障人
士做什么？
　　小文身份的特殊性
值得关注——存在智力
障碍的 12 岁女孩。研究
发现，存在智力障碍者
因适应环境能力不足、
人际关系欠佳、解决问
题的能力缺乏、加上自
制能力薄弱，很容易成
为性侵害犯罪的受害者，
而智障儿童常是性侵犯
的主要对象。
　　报道中称，小文的
父母都是智力残疾人，
哥哥的文化水平低，在
监护人没有更好的能力
去保护智障女孩的前提
下，社会更应该强化对
其的监督保护机制。但
在这两起事件中，当
地社区、妇联和学校都
是失职的。社区在第一
起事件发生时，以为有

派出所协调就足够，未
报街道妇联，在第二次
案发后直接则将责任推
卸到女孩监护人身上，
表示“投入更多人力时
刻保护一个小女孩不现
实”。妇联则在第一起
事件中完全缺席，虽然
在第二次案发后对小文
开展了心理辅导等工作，
并联系了慈善团队资助
女孩到特殊学校就读，
但对小文来说，心理身
理上已经承受了巨大的
创伤。学校在事件发生
后，从未过问原因或探
访，全程采取了漠视的
态度。
　　如果当地社区和妇
联等相关部门，在第一
次案发后采取了积极的
对小文的监护机制与措
施，第二次悲剧有没有
可能避免？如果相关部
门关注到了小文的身份

特殊性，以及缺乏适当
的监护者和监护环境，
从一开始就给予适当的
帮助和保护，两起性侵
发生的可能性会不会降
低？
　　我们还应该反思，
对于健全人士来说也是
让人面红耳赤的性教育
问题。对智障人士来说，
性更是一个常常被忽略、
低估、甚至故意逃避的
领域。智障者智力落后
于同龄人，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都比较弱。12
岁的小文早到了应该接
受性教育的年纪，她有
没有接受适时的性教育
不得而知，而智障人士
的性教育缺失，却是一
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社
区、妇联和学校在此方
面都有及时宣传性教育
的义务和责任，这对智
障人士尤为重要。

　　小文的悲剧警示着
大众，我们防止智障人
士遭受性侵害的预防措
施是不到位的，社区、
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失职
也是导致悲剧的一部分
原因。在监护人和家庭
的保护之外，学校、社
区等相关部门还需要加
强对智障人士的性教育，
当地社区、妇联应对智
障人士主动地不定期访
问照顾，必要时强化监
督保护机制和措施。

智障人士往往是社会中
的“隐形人”，由于生
理上的缺陷，智障人士
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和
照顾，只有保障社会上
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应该
享有的权利，我们的社
会才是真正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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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女孩遭性侵再怀孕，严惩罪犯只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