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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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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何以“圈粉”四大冬候鸟？
　　秋风起白云飞，草木摇落雁南
归，眼下，又到了候鸟一年一度南
迁过冬的时节。
　　近日，西湖四大冬候鸟之一的
鸳鸯已抵达浙江杭州西湖。
　　鸳鸯是候鸟，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每年冬天，它们从北方飞来杭
州过冬；春天再飞回北方繁殖。随
着杭州气候环境越来越好，食物丰
富，不少鸳鸯就留下不走了。
　　据悉，2005 年 5 月 22 日，西
湖边第一次发现野生鸳鸯繁殖。
2007 年，野生鸳鸯首次在西湖水
域繁殖成功，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西湖是世界文化遗产。除了鸳
鸯，西湖还圈粉了鸬鹚、织女银鸥
和普通秋沙鸭等冬候鸟到此过冬。
每年的西湖边都有四大冬候鸟，按
照来的早晚顺序，分别是鸬鹚、鸳
鸯、织女银鸥、普通秋沙鸭。
　　除了四大冬候鸟外，近年来，
西湖的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
区块夜鹭、黑水鸡、小䴙䴘、斑嘴
鸭等身影不断浮现，成百上千只夜
鹭集群掠湖飞翔。
　　西湖何以吸引越来越多的水鸟
到此栖息生活？这得益于西湖景区
管委会对西湖水质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治理。
　　据西湖水域管理处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西湖湖西水域的生态修复
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对施
工工艺进行了巧妙的优化和创新：
不干塘、不降低水位，不设围栏，
采用抛植等种植方法有效提高了沉
水植物的定植率和成活率，长成了
一片31.7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
　　值得一提的是，西湖的水质从
原本的Ⅳ类水变为Ⅲ类水，局部甚
至达到了Ⅱ类；水质的平均透明度
也从十年前的约 70 厘米提高到当
前的85厘米，部分水域像小南湖、
浴鹄湾甚至能达到 150 厘米，生物
的多样性指标也明显变好。
　　当然，单靠“水下森林”，还
做不到“哪得清如许”的惊艳。如
果说以前是“治病”，那么现在就
是“健身”。
　　这十多年里，为了让“源头活
水”更健康，西湖不断做着看不见
的“清肺手术”：引水“活血”，
西湖搭起了“水动脉”，每天从西
里湖引水 2万吨到北里湖、引水 7
万吨到湖滨，做到西湖之水“一月
一换”；降氮“减脂”，引水处理
工艺不断提升。
　　如果说，水生态的改善提升，
为四大冬候鸟打造了一个嬉戏游玩
的乐园。那么，杭州人护鸟爱鸟的
共识，则为四大冬候鸟营造了一个

宜居宜乐的居住氛围。
　　比如，为了保护鸳鸯平安长大，
从 2017 年开始，浙江野鸟会、杭
州市鸟类与生态研究会带头成立了
西湖鸳鸯护卫队。
　　在管理部门和志愿者的共同保
护之下，鸳鸯繁殖记录不断攀升。
每年鸳鸯繁殖期，西湖鸳鸯护卫队
的志愿者们在发现鸳鸯窝后，会在
远处守护。如若遇上鸳鸯宝宝出窝
时，志愿者便会引导来往车辆小心
慢行，以免鸳鸯宝宝过马路时被来
往车辆误伤。
　　2020年，西湖边的北山街上，
鸳鸯宝宝过马路时，就有市民围起
安全圈，帮它们隔离车辆，安全过
马路，当时全国都给杭州大大点赞。
　　一年时间过去，这样的行为依
然在接力。2021 年，一群小鸳鸯
跟着鸳鸯妈妈大摇大摆地过马路往
西湖去，而过往的车辆都停下来让
行了。
　　记者认为，正是有了相关管理
部门、志愿者和杭州市民的保护，
才保证了每年西湖鸳鸯宝宝的存活
率比较高。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水鸟到此过冬或留下。
　　如今的西湖，不仅仅是人间天
堂，更是飞鸟的天堂。

　　遇见 71 岁老人突然在路边晕
倒，湖南邵东高三少年罗泽坤没有
丝毫犹豫，冲上去跪地进行人工呼
吸。“我觉得救人是应该做的，如
果再遇到他人有危险，我还会前去
帮忙。”罗泽坤说。
　　10 月 17 日下午 6时许，罗泽
坤在家吃完晚饭去学校上晚自习途
中，走到学校旁边的青年路时听到
“咚”的一声，看到前方几米处有
一名老人应声倒地。罗泽坤赶忙上
前查看，感觉老人情况危急，便立
即拨打急救电话。

　　罗泽坤顾不上取下身上的双肩
包，双膝跪地在老人身边，利用自
己以前在学校学习过的急救知识，
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紧急救援，并
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
　　很快，救护车赶到，罗泽坤也
一同将病人送往医院，一直等待家
属的到来。令人遗憾的是，老人最
终没有抢救过来。
　　“我感到特别遗憾，老大爷没
有抢救过来。”得知结果后，罗泽
坤当场哭了起来。老人家属对罗泽
坤的行为称赞感谢，并委托人将罗

泽坤安全送到学校。
　　路人拍下了这名清秀的男生背
着书包跪地救人的视频上传到网
络，高三少年罗泽坤的善举瞬间刷
屏朋友圈和视频网站，网友对罗泽
坤纷纷点赞。
　　老人的儿子肖先生称，父亲在
家门口摔倒，当时他不在家，邻居
打电话他才赶紧赶回来。得知罗泽
坤抢救老人的事迹，肖先生表示，
罗泽坤已经尽力了，他的善举温暖
人心，等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会专
程到学校去好好感谢他。

71岁老人晕倒街边 湖南邵东高三学生跪地
施救

亩产超 900公斤 黄河
三角洲盐碱地玉米喜
获丰收

　　人逢喜事精神爽，最近见过孙洪胜
的人，都会被他的笑容感染。他家玉米
在经过高温、雨涝的多重打击之后，仍
然取得了高产的成绩。
　　孙洪胜是地处黄河三角洲的山东省
无棣县优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
种植的玉米地是山东农业大学玉米栽培
专家刘鹏教授团队的玉米技术研发与推
广示范田。
　　10 月 6 日，众多专家出现在孙洪胜
家的玉米地头，他们是来自山东各地的农
业专家，专门到这里测产这一块示范田。
记者了解到，此次实打验收依据农业农
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和全国玉米栽培学
组共同制定的玉米田间测产验收方法和
标准进行。
　　“5 亩示范田每亩实收测产 911.9 公
斤！”当此次测产小组组长、山东种子
管理总站刘存辉研究员宣布这一结果时，
无论是专家刘鹏还是种植户孙洪胜都有
些许惊讶，“可谓既在意料之外，也在
意料之中吧。”刘鹏说。
　　站在试验田前，刘鹏感叹道：“这
块试验田是轻中度盐碱型中低产田，经
过我们团队连续两年应用多项综合技术
措施后，在今年夏季高温提前发生、持
续时间增长、降雨量大的条件下，实打
还能取得这么高的产量，虽然有预期，
但还是让人惊喜。”

　　水利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强化农村
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专项推进方案》，对
乡村建设行动重点任务之一的强化农村防
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工作进行部署推进。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乡村水
旱灾害防御能力明显增强，农村供水保障
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
达到 60%。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有关要
求，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
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局、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
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工作的推进
方案。
　　方案要求，结合农村实际需要，以相
关规划为依托，以项目为抓手，统筹推进
县域内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和供水保障工程
建设，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确保乡村水利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用，为
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建设宜居宜
业美丽乡村提供支撑和保障。
　　方案从强化防洪工程建设、完善抗旱
工程体系、加强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推进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
保障、加强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六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任务。同时，从强化统筹协调、
保障资金投入、分类推进实施三个方面提
出了保障措施。

十部门部署强化农村
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