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里话外画里话外
17日，步入赤壁市赵李桥镇柳林生态山庄，记者看

到，这里鸟语花香，绿色成景。
过去，这里是采石矿山，由于私挖滥采让这里灰尘

满天、千疮百孔，当地群众怨声载道。近年来，赵李桥镇
一方面对采石矿山进行关闭整治，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

资3000万元，利用现有山体兴建柳林山庄（户外攀岩基
地），实现了从采石矿山到美丽山庄的华丽转身。

目前，山庄已成为当地集健身、餐饮、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生态旅游项目，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采石矿山变生态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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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

绿色招商迎来硕果累累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报道：近日，由通山县招商

引资的大幕山风电场项目拿到省林业厅的开工批复，标
志着该县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再创新绩。据悉，该项目计
划投资6亿元，兴建29台单机2.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
预计年底实现并网发电。

通山境内绿色能源藏量多，山水资源丰富，近年来，
该县结合地域特色，突出能源和绿色山水招商引资，坚
持引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工业项目，着力推动风
电、太阳能、水电和生物质能等新型绿色能源开发。

该县把高山风电、富水湖旅游等特色资源做成项目
库，打造招商品牌，通过网站、公众号、手册等媒介集中
对外推介，推动旅游、制药、新能源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延伸；该县还认真做好情报网络工作，建立绿色项目招
商大数据，对于绿色能源开发、山水旅游等招商重点领
域的领军企业、企业家、创新创业团队等跟踪搜集他们
的信息和动态。

据统计，2017年以来，该县新能源、山水旅游等绿色
资源受到广泛关注，并成功引进投资1.8亿元的光谷蓝
焰生物质能源、投资8亿元的100 兆瓦光伏电站、投资
25亿元的富水湖景区、投资50亿元的山桐子产业等一
批大项目，形成了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山
水旅游等全面开发的火热局面。

通城县多部门联合执法

依法关停肉联屠宰场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熊汉武报道：4月20日上

午，通城县商务局、县畜牧兽医局、县环保局、县食药监
局等部门，联合对县肉联屠宰场依法依规进行关停。

县肉联生猪定点屠宰场于2014年从石南牌合搬迁
至原县肉联厂内。该屠宰场位于居民密集区，面积狭
小，卫生条件差，设施设备不完善，污水废弃物处理不到
位，屠宰过程中的血水污水直排至阴山河，对阴山河水
质和周围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也严重影响了周边居
民生活，群众反映强烈，多次要求关停搬迁。上级屠宰
管理部门曾多次下达整改通知，责令关闭搬迁。

4月18日，县畜牧兽医局等部门接县委办公室相关
督办通知，高度重视，召开前期工作协调会，收回县肉联
屠宰场租赁场所，严禁在该场所进行屠宰行为，申请依
法吊销屠宰许可证。

同时，县畜牧兽医局组织11个乡镇屠宰场（点）的业
主和城区市场肉品经营业主召开专题会议，严格规范加
强管理，并重新确立县城肉品供应点，进一步加强监管，
保障城区肉品市场供应和食品安全。

温泉办事处南昌路社区联合武警部队

开展共建美好家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杨理报道：4月19日，温泉办事处

南昌路社区联合辖区驻地武警部队，开展了一场“军民
携手 共建美好家园”活动。

当日一大早，环境整治队伍兵分两路，带着扫帚、铁
锹、铁耙、拖车等工具出发了。一支队伍清理八一巷入
口水沟淤泥和垃圾，排除雷雨多发季节的安全隐患。另
一支队伍清理八一巷路边杂草，清理道路杂物，消除消
防安全隐患。

经过一个上午的整治，环境整治队伍共清理出两大
车垃圾和废弃物，极大地改善了辖区环境面貌。

崇阳县

多措并举开展禁渔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徐功频、全愈报道：4月20日，崇阳

县组织县水产局、青山湿地公园等部门，到青山水库开
展禁渔工作。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对在水库垂钓者当即予以制
止，并依法没收其渔具，对非法捕捞点的网箱依法进行
拆除。

在盘山村，执法人员发现一艘载有电鱼设备的渔
船，当即拆除船只电机，并将渔船依法没收。

该县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加大对禁渔期违法违
规捕捞行为的巡查打击力度，以保护水资源生态平衡。

赤壁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启动禁泳巡查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近日，赤壁市陆水湖

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和陆水水库河湖库长制办公室成
员单位工作人员，到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开展

“禁泳”宣传工作。
当日，工作人员清理禁泳宣传牌处的杂物杂草，并在

取水点和博海湾水域显著地段设立“禁泳”宣传横幅，劝
导市民不要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游泳；在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水域设立了禁航标识。

另外，在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区域进行摆
摊经营救生设施、副食、烧烤等行为，也是被禁止的。

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泳”范围包括：以
取水点为中心，东至旅游码头、陆水花园水域，北至主坝
水域，西至原博海湾、中心水厂水域，南至立新镇、在水
一方以北水域。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该区域的宣传和巡
查工作，确保饮用水源安全。对违反“禁泳”管理规定
的，将依法严肃查处。

46岁的王文教有三个身份：一个是广

州一家泡沫厂的厂长，一个是通山县大路乡

山口村孔雀山庄养殖基地的老板，一个是咸

宁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

王文教最珍惜的就是第三个身份。他

认为，野生动物救护犹如医生救人一样，救

活一只鸟，或一只动物，也就是救活了一个

生命。

不久前，他被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授予“湖北省十佳爱鸟护鸟人”荣誉称号。

王文教是通山县大路乡人。
他1998年离开家乡到广州创业，
2013年回家成立孔雀养殖基地。

王文教在人工繁育养殖蓝孔
雀的同时，摸索出了一套野生动
物救治方法。于是，他和野保部
门联系，在山庄建起了野生动物

“收容所”。
当日，在山庄的一个养殖间

里，我们见到了五只猫头鹰。看到
有人来，猫头鹰立即瞪大眼睛盯
着，警惕性很高。

“半个月前，森林公安查获了
一起偷猎案件，这5只猫头鹰就是
他们送来的。”王文教介绍，总共送

来了6只，有一只全身缠满尼龙细
线，来了没多久就死了。其余的都
精神萎靡，眼睛无光。

“养了十来天了，它们的精力
恢复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康复。”
王文教说，完全康复的猫头鹰攻击
性很强，丢一只活鸡进去，它们飞
过来就能立即抓走。这五只猫头
鹰至少还要养一个月。

王文教每年会救治不少野生
动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只小狐
狸。去年7月，咸安野保部门送来
了一只小狐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这只狐狸没有受伤，但精神状
态不好，王文教一看就知道是营养

不良。他将狐狸放在一个铁笼子
里养着，狐狸精力恢复一些后，咬
断铁丝，逃走了。

“要是找不回来，这只狐狸就
死定了。”王文教和山庄的工人们
分头在山头寻找，最终在一个角落
里找到了。护养了一段时间后，狐
狸完全康复了，便放归大自然。

王文教介绍，送到救护站的野
生动物多是被人捕猎，后被野保部
门查获而送来的。救护站自2016
年挂牌成立以来，共救治了大大小
小野生动物400来只，包括白鹇、
鹭鸶、天鹅、狐狸等20多个种类的
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

两年救治400余只野生动物1

在山庄的空地上，常常会有一
些白鹇来觅食，见到人也不怕。因
为它们知道，在这里不会受到伤害。

白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
通山的大山里有不少。一些村民
因利益会非法捕捉白鹇，每次王文
教见到了，都会自掏腰包将它们买
回家救治。

有一次，他在回家途中发现有
五个村民围在一起。走过去一看，
有个村民手中提着一只受伤的白
鹇。王文教一人给了一百块钱，村
民们才同意将白鹇给他。将白鹇

带回家后，他细心为它消炎、包扎
伤口。“野生动物的康复能力很强，
只要稍微护理，很快就能康复。”王
文教说。

有一次，王文教得到一个信
息：某村民捡到了10个白鹇蛋。他
提着一只鸡和十个鸡蛋，到该村民
家中进行交换。将白鹇蛋带回家，
他用孵化机孵化出10只小白鹇，喂
养了一个月后便放回大山里。

冬天，野外的食物很少。王文
教担心白鹇会饿坏，便与工人们一
起，在山林里到处撒放玉米等。

“这样下来，一年得不少费用
吧？”我们问。“这些都要不了多少
钱，花钱的主要是猫头鹰、老鹰、野
鹭鸶等肉食动物。有时候，它们一
天的伙食费就是一两百。”王文教
介绍，有一次，森林公安一次性送
来了五六十只野鹭鸶，每天要买十
几斤牛肉。而现在正在救治的五
只猫头鹰，一天要吃三四只活鸡。

据介绍，通山县林业局每年给
救护站的救护资金是5万元，而王
文教每年要自己垫付10万余元的
救治费用。

每年自掏10余万元救治费2

“心甘情愿，乐在其中。”对于救治野生动物，王
文教如此说。

王文教从小热爱鸟兽。在亲人们的眼中，王文
教有些“与众不同”。“男孩子都喜欢爬树掏鸟窝，打
鸟追兔子，他却不喜欢，还常常阻止别人这样做。”王
文教的母亲透露，王文教房间的窗台上常年放着玉
米、大米等，专供小鸟吃。

“这些东西都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也会亲
近你。”王文教称，每天早上，他还没有睁开眼睛，就
听到窗台边，传来小鸟清脆的叫声，悦耳动听。睁开
眼睛一看，小鸟在窗台上，蹦来蹦去地啄食，画面很
美。

王文教轻轻地走过去，小鸟不但没有受惊，反而
叫得更加欢快。“这么有爱的生灵，我不明白为什么
会有人忍心伤害它们。”

王文教在孔雀山庄的山脚下建了一个孔雀博物
馆。按照他的计划，孔雀博物馆里不仅有和孔雀有
关的展览，还将摆放各类野生动物的标本。他要将
博物馆建成当地中小学生的课外科教基地，同时通
过博物馆提升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形成人人
爱鸟护鸟的良好氛围。

王文教用行动和付出感染着身边人。常常有村
民向他提供野生动物被捕猎的信息，也有村民将见
到的受伤野生动物送到救护站。这让王文教很高
兴。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应该被好好爱护。”王
文教有个心愿，那就是全民爱护动物。

3 建野生动物博物馆

野生动物的救护神
——访湖北省十佳护鸟爱鸟人王文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特约记者 孔帆升

王文教查看红腹锦鸡的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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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