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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文 /
图） 近日， 县林业局联合湖北省建
始县林业局森防技术人员，针对松材
线虫病、红火蚁、美国白蛾、落叶松叶
蜂等林业有害生物开展边界联防联
治行动，保护边界生态安全，维护边
界林业秩序。

7 月 29 日，县林业高级工程师梁
洪海、徐远贵，主动赶到湖北省建始
县林业局，与建始县森防站站长李国
平等人交流松材线虫病防治经验，达
成边界疫情监测、 普查方式合作协
议，强化边界疫木清理、媒介昆虫防

治措施，落实边界防控资金，严格执
行检疫封锁制度，共同筑牢生态防护
墙，防止疫情扩散。

7 月 30 日，工作小组先后深入建
始县业州镇、长梁乡、长岭岗林场，邓
家土家族乡、 抱龙镇开展联合巡查，
检查山场、农户、加工厂，调查诱捕器
诱杀松墨天牛的效果， 开展联合监
测。

截至目前，边界没有发现病死松
树、红火蚁蚁巢、美国白蛾，落叶松叶
蜂有发生无灾害， 边界林木健康，生
态安全。

渝鄂携手开展边界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治 （上接第一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深刻把握
讲话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方法论，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
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政治宣言，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深刻领
会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
实践要求，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
精神上来， 以高度政治自觉传扬百年光辉
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磅礴奋进力
量，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百年艰辛奋斗，百年苦难辉煌。 一百年
前，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
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
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
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
象。 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
欣向荣的气象，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
伟大复兴。 过去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向人
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回
望过往历程， 眺望前方征途， 我们心潮澎
湃，豪情满怀！ 在新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我们更加坚定、更加自觉！
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答好新时代的考卷，
我们更加清醒，更有信心！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永远信党爱
党为党，在各自岗位上顽强拼搏，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
斗的实践推向前进；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人民立场、人
民至上，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我将无
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赓续共
产党人精神血脉，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勇于战
胜一切风险挑战； 要继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同
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
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断增强我们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前进道路上，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
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
进，我们就一定能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
守护好、建设好，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
人民的新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
棘，走过了万水千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
造更加灿烂的辉煌。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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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作组组查查看看病病害害等等情情况况。。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龚傲 文 /
图） “我们的烟叶要保证成熟采收。 分选

时首先摘出青、 杂、 糟的烟叶， 再按级分
选。”8 月 3 日，在铜鼓镇葛家村一社朱家喜

家， 大庙烟叶工作站铜鼓烟叶点点长罗应
胜， 正手把手地指导烟农开展对烟叶的分

选。
烤烟生产是我县高海拔乡镇重要的经

济骨干产业之一，被烟农誉为“黄金叶”。 近
年来， 我县烤烟栽植面积都保持在 5 万亩
左右。

铜鼓镇的青松、茅坝、葛家等适宜种植
烤烟的地方， 今年栽植面积达 1200 多亩。
朱家喜是葛家村烤烟种植大户之一。 据了
解，去年他家种植烤烟 34 亩，收入达 21 万
元。 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6 亩的
面积，达到 40 亩。

为使广大烟农种植烤烟能取得好的收
益，铜鼓镇烟叶点及所有技术人员，加强对
烟农在各个环节的技术指导， 从播种、育
苗、田管、烘烤等，都实行集中统一的种管
模式。 每株预留烟叶为 18 至 20 片，7 月 10
日开始第一轮的烟味烘烤等。

“我们第二轮烘烤即将结束，马上进入
第三轮的烘烤。 在 10 月 10 日前，六轮烘烤
可全部结束。 ”朱家喜说。 他今年卖烤烟收
入预计在 25 万元左右。

“接下来，我们要求各技术员要进一步
深入烟农户家中，加强对烟农的技术指导，
一定做到成熟采收， 让老百姓每炕烟都烤
好、卖好。 ”罗应胜表示。

铜鼓镇：强化技术指导 确保烟叶烤好卖好

烟烟农农在在分分选选烟烟叶叶。。

7 月 28 日，在福州举行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
大会上，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神
农架边界微调的方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五里坡地处何方？打开我国的绿色版图，在
重庆和湖北的交界处， 有一片中国西南最大的
温带森林， 这片森林就是由五里坡和神农架共
同构成。 但因神农架太过出名，五里坡反倒“藏
在深闺人不识”。

实际上，从生态学意义上讲，这里同神农架
一样具有生物多样性、稀缺性，是黑熊、云豹、金
钱豹、 林麝和金丝猴等珍稀濒危物种的森林栖
息地和迁徙廊道。

五里坡被纳入世界遗产地范围统一保护，
使得神农架遗产地保护面积进一步扩大， 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延伸和补充。

神农架的神秘“邻居”
很多人只知道神农架， 但不知道神农架还

有个同样神秘的“邻居”。 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 35276.6 公顷，坐落在重庆市
巫山县东北部， 与神农架自然遗产地同属大巴
山弧，两者有约 9 公里的接壤边界。

保护区内，山峦起伏，沟壑密布，海拔落差
2500 多米，气候垂直变化明显，植被也呈现出显
著变化：低处是 3000 公顷的原始森林，高处是
300 公顷的原生性亚高山草甸，还分布着面积达
26.6 公顷的珍稀植物穗花杉群落。

受益于秦岭、 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屏障作
用，许多珍稀动植物“隐居”于此，五里坡也成为
我国西南地区不可多得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
库———已发现维管植物 3001 种、陆生脊椎动物
447 种，其中包括斑羚、林麝和金丝猴等珍稀濒
危或特有野生动物。 五里坡还作为濒危的白冠
长尾雉栖息地，被列为重要鸟区。

纵使五里坡生态地位如此重要， 但在相当
长时期内，它都显得过于“默默无闻”。 2017 年，
为提升自身的国际认可度， 增强神农架遗产地
的完整性，五里坡保护区正式启动“申遗”之路。

2018 年 12 月，神农架林区政府、湖北省林
业厅先后同意五里坡通过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
地边界微调的方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经过 4 年的不懈努力，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五里坡被正式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自
然遗产地，纳入面积为 5782 公顷。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 重庆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纳入将加强对重要廊道和栖息
地的保护，使物种能够在神农架森林、五里坡自
然保护区的喀斯特森林、 湿地以及具有重要植
物学意义的大巴山之间自由交流和迁徙。 此次
边界调整将增加 7 个植被群系、展示 34 种珍稀
濒危动物物种， 并为神农架遗产地增加 4 种濒
危动物。

神农架的神秘“邻居”五里坡，终于走出山
岭阻隔，站在了世界面前。

进入“世遗”的五里坡，也将有更多的手段
来挽救濒于绝灭的物种， 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承继人类赖以生存的遗传资源基因。

腾出来的“无人区”

如今的五里坡， 是一个面积广阔的“无人
区”。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设立着一个国有林场
和一个叫庙堂的乡，居住着 2000 多人。

五里坡自然环境优美，犹如一个世外桃源，
但交通闭塞，并不适宜人类居住。 2008 年，庙堂
全乡还有 203 户贫困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
乡里的孩子读初中，只能到山外的乡镇去，单趟
就要走 2 天。

巫山县算了一笔账： 庙堂乡要彻底解决公
路等基础设施难题，总投资至少需要 2 亿元，而
且还会对当地生态造成破坏。

2007 年底，巫山县启动庙堂整乡生态搬迁，
不仅是给保护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腾地方”，也
是要将村民搬出山外，彻底挖掉“穷根”。

2009 年，在整体搬迁任务基本完成后，重庆
市政府批复“同意撤销庙堂乡”，庙堂乡并入正
在申报的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3

年，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批。
2000 多名村民的出山， 使得五里坡保护区

管理的森林面积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 20 万亩。
而一代一代“刀耕火种”留下的裸露岩石、贫瘠
土地，也正在逐步自然修复。

三年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深入五里坡
“无人区”，了解当时的生态修复状况。满目滴翠
处，偶尔可见挂在树上的警示牌，上面写着“黑
熊出没区”。

据当地护林站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在巡山
时经常会遇到黑熊，“野生动物和我们和平相
处，互不影响，目前还没听说谁被伤害过。 ”

“过去，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挤占了野生动
植物的生存空间，人搬走后，实现了保护生态和
改善民生的双赢。 ”重庆市林业局副局长王声斌
说，五里坡的保护，已经成为重庆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功案例。

续写“生态大文章”
五里坡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 将会发生

哪些变化？保护和利用之间，如何寻求生态的平
衡？

“五里坡的‘申遗’成功，是更好保护的开
始。 ”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介绍说，目前巫山县
已成立遗产办，并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政府、巴
东县政府成立了鄂西渝东毗邻自然保护地联
盟，建立了联动保护机制。

“巫山县将持续加强保护，认真履行《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
能力和水平， 保护好五里坡自然保护区的生物
物种，维持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原真性、多样性，
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自然资源财富。 ”

当务之急，是开展科研监测和科普活动。据
介绍，巫山将加大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展重点和
濒危野生动植物、 特有珍稀植物等专项监测和
调查，建设野生动物救护站、科研监测实验室；
充分运用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100
余个摄像头， 实时跟踪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生活情况和野生植物情况。同时，加快建设生物
多样性科普中心，借助 VR、AR 等数字技术，完
整介绍五里坡生物多样性价值。

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 五里坡的生态
旅游资源，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生态红利：
五里坡大峡谷沿途有 9 个大小形态各异的瀑布
群，里河河谷群崖对峙、天开一线，葱坪湿地被
称为“重庆最后的香格里拉”，旅游禀赋得天独
厚。

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波说， 重庆市将
围绕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地， 开发研学线路产
品，串联巫山小三峡、五里坡大峡谷、神农架大
九湖湿地公园、三峡大坝景区，推出特色旅游线
路，合力打造“渝鄂旅游大金三角”金字招牌，推
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建设。

“我们将继续写好五里坡这篇‘生态大文
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擦亮世界遗产地的生态品牌，让生态效益产
生经济效益。 ”曹邦兴说。

（转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神农架有个“养在深闺”的“邻居”，纳入世遗了！

五五里里坡坡国国家家级级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区区葱葱坪坪湿湿地地。。 记记者者 卢卢先先庆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