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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杀麻雀属违法

﹄
说明了啥

张修齐

日前，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作为

超大城市，上海提出要加快建设令

人向往的生态之城。一个生态和谐

的城市必然是一个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的城市，《条例》的出台，势必将助

力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但生态之城

建设仅靠出台立法还远远不够，立

法只是第一步。

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出台立法并

不新鲜，如何让这些立法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收到实效才是关键。前

一段时间，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大

学生掏鸟案”的当事人服刑 8 年多

后出狱，与当初判决结果公布时一

样，刑罚是否过重依旧是大家热议

的焦点之一。事件热议的背后，恰

恰体现了公众平时对野生动物保护

关注不够，对当时法律规定猎捕隼

类野生动物 10 只以上属于情节特

别严重几乎一无所知，由此可见，加

强普法教育迫在眉睫。

市民首先应知道受法律保护

的 野 生 动 物 包 括 哪 些 ，我 国 野 生

动 物 种 类 繁 多 且 许 多 并 不 常 见 ，

一 般 人 并 不 熟 悉 ，难 以 预 判 行 为

后 果 。 例 如 ，中 华 蛩 蠊 长 约 10 毫

米 ，从 外 观 看 与 普 通 双 尾 昆 虫 一

样 ，但 却 是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的 一 级

濒 危 野 生 动 物 ，猎 捕 或 踩 死 都 可

能领刑。还有的野生动物与家养

宠 物 外 观 相 似 ，可 能 会 不 小 心 误

养 。 此 前 ，云 南 普 洱 就 有 村 民 捡

到 两 只 豹 猫 幼 崽 ，以 为 是 家 猫 于

是 抱 回 家 养 ，后 经 邻 居 提 醒 为 豹

猫（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村 民 才

将两只豹猫幼崽交给了警方。公

众如果明白“大学生掏鸟案”所掏

到 的 燕 隼 属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

可能就不会引起哗然一片。

本领域普法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野生动物违法犯罪和盗窃犯罪

等不同，后者即使是法盲也知道做不得，而哪些野生动物被

保护仅凭伦理感觉是无法判断的，必须查阅行政法规，因而

普法具有特殊意义。例如，捕捉麻雀、青蛙是否违法犯罪就

不能一概而论，虽然麻雀过去属于“四害”而被大量捕杀，但

随着政策调整麻雀变成“三有”保护动物，河南新密、浙江温

州都有人因为捕麻雀被追究刑事责任。再如，在一般人观

念中，捕蛙好像不是犯罪，但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中却包含了虎纹蛙等十余种蛙，《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将 91 种亚洲角蛙科、树蛙科的

蛙类纳入法律保护范围，江苏常州、浙江嘉兴都发生过因捕

蛙被起诉或判刑的案例。

不但如此，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分散，不加强普法会使市民

产生法律认识错误。通过《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只能

查到缅甸陆龟、凹甲陆龟、四爪陆龟等 30 多种禁止购买、出售

的乌龟。但是，市民即使购买了上述乌龟之外的其他乌龟依

然可能构成犯罪，例如苏卡达陆龟虽在前述名录之外但却属

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濒危（EN）等

级。《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规定了大约 70

种受保护的乌龟，如果不小心购买到其中一种乌龟都可能锒

铛入狱。

让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家喻户晓的意义还在于，当市民遭

遇野生动物袭击时，知道在如何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护好

自身，面对突然到访家中的“不速之客”该如何应对，既不伤害

野生动物又能依法紧急避险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些知识都

需要通过普法来获取。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立法并不等于建设生态之城的目

标就一定能实现，法律要发挥效能，离不开主体对法律的认

知、遵守与正确适用，离不开公民法律素养的提升，其中，普法

意义重大。

马鞍山矿区逐绿而行
本报记者 梁 睿

送 走 机 械 轰

鸣的采石声，迎来

四方游客的欢笑声，昔日废

弃矿坑变身为今天的“网红景点”。

夏日时节，行走在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向山地

区的凹山地质文化公园，绿荫环绕、花团锦簇，水波

如镜、游人如织，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扑面而来，矿车、

电铲、牙轮钻等采掘运输设备坐落其间，犹如“点睛之笔”，

诉说着“华东地区最大露天铁矿”的百年蝶变。

马鞍山因矿兴钢，因钢设市。该市向山地区矿山集聚、

铁矿丰富，是马钢的“粮仓”，也是“钢城”的发源地。上世纪

70 年代，石炮一响，黄金万两，“凹山大会战”不到 3 年，实现

了 600 万吨铁矿石的年生产能力，并持续稳产 16 年之久，为

城市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近百年超强度、大规模的粗

放式开采，山体裸露、固废堆积、水土

流失、灰尘漫天⋯⋯向山地区留下

了累累生态伤疤。“早期矿山粗

放开采致使山体裸露，未及

时开展治理”“尾矿库和

排土场未完成生态治

理”“矿区 酸 性 废 水

对 长 江 水 生 态 安

全造成威胁”，中

央 环 保 督 察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 其 存 在 的

生 态 环 境 突

出问题。

只有生

态优先，方

能 一 马 当

先 ！ 当 绿

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成为共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成为马鞍山自

我革命的“落子活棋”。马鞍山市将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创建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转型示范区的“一号工程”，围绕生态环境修复、土地整

理开发、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导入升级五大

方面，统筹实施十大工程 44 个项目，全面打响新时代“向山

大会战”。

项目定了，钱从哪儿来？虽然环保项目的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毋庸置疑，但因其较强的公益属性，一般周期长、投

入大、回报率低，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缺钱，成为“向

山大会战”始终绕不开的难题。于是，EOD 模式应运而生。

所谓 EOD 模式，是一种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新兴开发

模式，通俗地说就是将收益性差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与收

益较好的产业开发项目融合实施，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促

进产业增值，再以产业收益反哺生态环境治理，从而将生态

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价值内部化，解决从“绿水青山”如何

变成“金山银山”的问题。

2021 年，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EOD 项目成功获

批全国首批 EOD 模式试点项目，涉及 39 个子项，计划总投

资 82.65 亿元，是全国唯一在采矿山的试点项目。近日，生

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

同意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

《试点通知》），进一步发挥合作优势，探索投融资模式创新，

支持一批 EOD 模式试点项目，创新环境治理模式，推动环

境产业发展。

据了解，本次共有内蒙古乌梁素海全流域系统综合治

理项目、安徽马鞍山市向山地区开发项目等 36 个试点项目

入选《试点通知》，总投资约 1398 亿元，拟申请贷款金额约

706 亿元，试点期限为 2021 年至 2023 年。项目运作模式的

创新，各项政策资源的投入，使向山地区生态修复与绿色转

型发展迎来质的飞跃。

如今的凹山湖西侧，一排排沿着山体栽种的元宝枫、山

桐子、杜仲随风摇曳，如圈圈“年轮”，为原本荒芜的山体增

添浓浓绿意。“这 3 种树木都是生态适应性好、经济附加值高

的特种经济林树种。”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马鞍山

EOD 项目总包部综合管理部罗建洋介绍。

通过招商引资，马鞍山市引入该公司在向山地区实施

的“三棵树”项目，采取“矿山治理+特种经济林一二三产业

融合”的模式，围绕丁山矿与凹山湖西侧 380 亩区域种植特

种经济林树种，在解决矿山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等问题的同

时，还将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物科技产业园，

带动后续产业发展，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

不仅如此，在罗卜山、霍里铁矿区，一棵棵绿树下一片片

格桑花灿若云霞，刚刚种下的“太秋甜柿”树苗，将会在 3年后

挂上“致富果”；曾经被臭水塘、垃圾堆占据的洋河上游，如今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健身步道、儿童乐园、小桥流水等交错

呼应，为居民打造出一方宜居空间；马向路、向阳路、南山大

道等焕然一新、移步换景，向山地区与主城区连为一体，高楼

渐起、乡村游热⋯⋯打造“绿水青山”生态产品，实现“金山银

山”价值转换的故事正在向山地区不断续写。

向山向美，逐绿前行。截至目前，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 EOD 项目 39 个子项中已开工实施 38 个子项，开工率

达 97.43%，累计完成投资 18.53 亿元。马鞍山市雨山区副区

长、向山专班常务副主任任勇表示，下一步，马鞍山市将继续

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加快产业

导入实质性落地，全力做好“生态修复+产业导入”文章，努力

把向山地区打造成全国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长江支流源头

水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区和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区。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探索区域生态建设新范式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夏日，走进辽宁清原森林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里绿树成荫，郁郁

葱葱；溪水潺潺，清莹秀澈。

清原森林野外站依托中国科学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建设，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清

原满族自治县山区，地处长白山余脉龙岗山

北麓，主要森林类型为次生林，代表着东北

典型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清原森林站区

域内的长沙河流域是沈阳、抚顺两市的母亲

河——浑河的西源头、大伙房水库上游水源

安全保障的源头区，也是辽东山区重要珍稀

濒危物种栖息地和重要生态屏障区。

近年来，清原森林站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推动林学、森林生态学等传统学科的科研

范式变革，开展森林碳汇精准核算、森林生

态系统水源涵养等复合生态功能的科学研

究；以生态科技助力林下经济发展和乡村振

兴，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智能管理

森林是陆地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森林生态系统是巨大的碳汇，固碳能力十分

可观。精准核算森林碳汇，对我国尽早实现

“双碳”目标、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

义。不过，沈阳生态所科技处处长王绪高坦

言，当前森林碳汇核算不确定性大、森林三

维结构不清、关键碳汇形成机制仍不清楚；

其中，森林碳通量的精准计量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关键前提。

为了提高森林碳汇的核算精准度，清原

森林站在独立流域内建立 3 座观测塔，组建

科尔塔群监测平台，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

高质量地获取森林生态系统的全息三维结

构与动态、通量监测数据和生态水文数据。

滕德雄，作为沈阳生态所一名特别研究

助理，他每个月至少要来清原森林站两三

次，围绕科尔塔群开展科研

工 作 。 滕 德 雄

说，“塔群平台上增设了冠上物候相机、林下

光量子矩阵传感器和鱼眼相机等多类科研设

施，对塔群固定样地群进行补充调查”。随着

信息化、智能化的逐步推进，他现在只需坐在

清原森林站多功能数据中心的电脑前，就可

以随时监测塔上实时传输回来的数据。

沈阳生态所所长、清原森林站站长朱教

君介绍，多功能数据中心可以将科尔塔群、

水文站和实验样地内的仪器设备采集到的

数据即时传输至站区服务器，实现观测站区

多源数据高效管理；再通过一体化在线监测

管理系统，整合各类数据资源，以标准化、模

板化的应用服务接口对外提供各类数据服

务，实现数据共享和智能化管理，精准有效

核算区域森林碳汇。

“以科尔塔群为纽带，依托数据中心等

信息化平台建设，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打造数据获取、

自动传输、智能分析、管理决策、可视化的全

链条信息化平台，实现森林生态系统多尺

度、多要素、多过程长期碳通量观测数据的

联网获取与存储、计算与分析、质控与共享、

展示与应用，以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森林碳

汇研究的科研范式变革，建立精准的森林碳

储量核算机制。”朱教君表示。

科技支撑

家住沈阳、工作在抚顺的邓朔，常常开

车在两地之间奔波。她对沈阳、抚顺两市的

母亲河——浑河很有感情，也感受到了浑河

这几年的巨大变化。

“浑河水越来越清澈了，岸边越来越绿

了，空气更清新了，周末我经常喜欢在河边

遛弯，很享受在河边的时光。”

邓朔谈到浑河的变化时嘴角

上扬，眼神中流淌着喜悦。

浑 河 的 变 化 ，除 了 得 益

于流域的生态治理外，与清

原森林站打造跨尺度森林水

文过程研究平台，为服务区

域生态水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有一定关联。

监测水位、流速、年径流

量、年降水、蒸发、坡面径流、

土壤含水量及流域内植被和土

壤情况⋯⋯在次生林生态系统

水文观测平台，朱教君经常带领

他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次生林

生态系统水文情势和过程。

朱教君说，在核心独立小流域

（536.4 公顷）内，结合观测塔群和激光

雷达技术，可高质量地获取生态水文数

据，借助多功能数据中心开展水文实时监

测，为森林水文监测与研究提供长期支撑

平台。

“我们研究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层次的水

文过程与环境的互馈机制，认识环境变化下

森林水循环过程及其与生物因子的关系；从

冠层—生态系统—小流域—集水区尺度，跨

尺度量化森林水文过程及各组分贡献率；分

析森林类型与结构对水量/水质的影响，探

索森林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努

力打造以森林水文学与生态水文学为核心

的监测研究平台，为保障区域生态水安全提

供科技支撑。”朱教君表示。

“针对东北温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

制不清、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依托大型

森林监测样地平台研究不同物种对周边生

物多样性的作用，开发野生植物资源实时在

线监测系统，保护珍贵野生植物资源；开发

野生动物资源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实现野生

动植物资源自动监测、传输和识别一体化技

术变革，为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与改

善提供科技支撑。”清原森林站高

级工程师孙一荣说。

多效合一

在 抚 顺 市 清 原 县 夏

家堡镇贾屯村，全村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就 有 农

户 开 始 林

下 参 种

植；2006

年，村

民真正有了自己的林地，这时掀起了林下参

种植的热潮。截至目前，林下参种植户共有

150 余户，面积已达 1.2 万亩，10 年以上人参

成亩连片，年产值达千万元。

林下种植人参已成为当地林农增收的

重要途径之一。清原森林站副站长于立忠

直言，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林下参在生长过

程中对光环境要求较高，已有的林冠调控措

施不能满足林下参的生长要求，导致林下参

苗保存率极低，严重影响林下参的种植效

益。为此，我们模拟野生人参的生长习性和

生态环境，将人参籽播种或将参苗栽到土壤

适宜、排水透气性良好的林分内。

于 立 忠 介 绍 ，将 透 光 分 层 疏 透 度

（OSP）精准量化技术应用于林下参培育过

程，改变以往上层阔叶树的调控高度与精

度，实现对林下参上方（0.5m）OSP 的准确

量 化 ，进 而 进 行 精 准 调 控 ，大 幅 提 高 了 林

下 参 的 成 活 率 。 同 时 ，模 拟 自 然 环 境 ，在

自然干扰形成的大林窗下种植五味子，在

小 林 窗 内 栽 植 细 辛 、刺 五 加 等 ，形 成 林 药

复合经营模式。

“清原森林站通过创新技术改善了林下

参的光环境，提高了林下参的产量，增加了

村民的种植收益，助力了乡村振兴。”贾屯村

党支部书记张庆财告诉记者。

沈阳生态所副所长卓君臣表示，“我所

在的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地区建设了多个野

外台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同时

也 积 极 为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科 技 支

撑”。除了林药高效经营模式外，林菜高效

经营模式也是林下资源高效利用的典型案

例。例如，清原森林站依托近成熟落叶松人

工林，加大抚育强度，利用林下空间与生态

环境，在林下人工栽植大叶芹和刺龙芽等山

野菜，形成林菜高效复层经营模式，通过发

展林下经济有效实现多重效益的协调统一。

经过综合整治经过综合整治，，百年凹山铁矿变身地质文百年凹山铁矿变身地质文

化公园化公园。。 童祖鸣童祖鸣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航拍清原森林站航拍清原森林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清原森林站工作人员正在操清原森林站工作人员正在操

作增温样地土壤呼吸室作增温样地土壤呼吸室。。

（（中国科学院供图中国科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