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8日傍晚，赤壁市黄盖湖湿地，
白鹤、黑鹳、小天鹅等候鸟成群结队。落
日余晖下，它们或在水中停歇觅食，或在
空中展翅飞翔，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态
画卷。

从密布的“渔网”到翱翔的“翅膀”，7
年持续保护，目前，途经黄盖湖湿地越冬
的候鸟已超4万只，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白鹤、黑鹳，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小天鹅、鸿雁、灰鹤、白琵鹭等。其中，
全球极危物种、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白鹤，在东港湖湿地越冬最高记录达到
82只，而全球现存数量仅5000余只。

站在监控平台前，赤壁市陆水湖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洪波正通过监
视器观察候鸟的情况。“这才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最美景象。”他感慨道。

这句话背后，是一群人共同守护湿地
与候鸟的故事——7年时光，他们见证了
无数鸟群的归来，也见证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发展之路。

黄盖湖，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北接
长江，西邻洪湖，为湘鄂两省共有天然湖
泊。曾因围垦、泥沙淤积、污染、过度捕捞
和采集、非法狩猎、水利工程和引排水影
响、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使黄盖湖湿地濒
临功能丧失。面积4000余亩的黄盖湖子
湖东港湖，原为赤壁市余家桥乡重点水产种
植养殖基地，主要为藕田和精养鱼塘。

“整个湖区，当时有1000多部捕鱼网
具，1000多个养鱼网箱，船都行驶不了。”
余家桥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王伟红回忆。

“哪里有鸟？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的
一张张渔网。”洪波2010年开始从事湿地
工作，每年都到黄盖湖湿地来寻鸟。当
时，这个地处长江中下游中国候鸟迁徙路
线东部路线的重要湿地，几乎看不到候鸟
的踪迹。

转机发生在2017年，赤壁市在黄盖
湖全面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启动东港湖退
垸还湖和禁捕退捕工作。

余家桥乡作为禁捕工作的重要区域，
乡政府组织成立专班深入湖区摸底排查，
全面清理网箱网具，拆解渔船，完成了
400余艘渔船的退捕拆解任务，彻底还湖
于自然。

与此同时，乡政府还着力保障退捕渔
民的生计，通过政策帮扶和技能培训，为
渔民提供就业创业支持，并选拔部分退捕
渔民组建护渔队，协助开展日常巡查和执
法，巩固禁捕成果。

禁捕退捕工作的落实，为湖区生态修

复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人为干预的减
少，湖区水生植物逐步恢复，形成了丰富的
生态环境，不仅滋养了鱼虾等水生动物，也
为候鸟迁徙和越冬创造了理想条件。

“2018年就在东港湖监测发现白鹤，
这是赤壁市第一次野外发现白鹤并影像
记录，为研究白鹤等珍稀湿地水禽迁徙规
律和湿地生态环境变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和目标。”洪波说，“2018年发现2只白鹤，
2019年就有3只了，但是它们不是在这里
越冬，只是路过。”

最大的变化出现在2020年，年初东
港湖退垸还湖和禁捕退捕工作全面完
成。这年冬天，东港湖监测到了76只白
鹤来此越冬，以后每年的数量在70只左
右。2023年监测到了82只白鹤。

“非常了不起了，白鹤全球只有5000
来只。现在它们每年大概11月份来，来
年3月底返回，度过整个冬天，不再是路
过。”洪波欣喜地说。

为确保候鸟安全越冬，赤壁市在湿地
公园安装了湿地生态监测系统，为湿地保
护提供连续、实时的水质、气象、空气质
量、土壤监测数据，系统分析出湿地生态
环境的演变，为保护管理提供支撑。

如今的东港湖已成为湖北省以白鹤
为代表的湿地水鸟越冬和停歇的重要栖
息地。越来越多的保护力量也加入了进
来，守护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景。

赤壁法检“两院”在湿地设立了生态
环境保护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司法与执法
联动，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余家桥乡组建专业护渔队，负责日常
巡查和监控。曾在黄盖湖捕了30多年鱼
的方长青，如今上岸成为护渔员。“从密布
渔网到如今鸟儿满湖飞，生态的变化让我
明白自然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他说。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垃圾了，湿地干
干净净的。”志愿者朱秀兰欣慰地说。作
为赤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湿地保护
志愿小分队的一员，2020年以来，她和队
员坚持每月三次来到东港湖巡湖清理。4
年的坚持与努力，让湖区环境焕然一新，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力量的加入，黄盖
湖湿地的生态修复愈发完善，成为全球珍
稀物种白鹤的重要越冬地，也让更多候鸟
有了一个安全的“冬日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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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卫健局

推广中医药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12月18日下午，

由赤壁市卫健局举办、赤壁市中医医院承办的中医
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第四期在赤壁市中医医院举
行。来自赤壁市各卫生服务站及村医务室的160多
名学员参加。

培训会上，赤壁市中医医院针灸专家讲授了《毫
针刺法》《腰疼的针灸治疗》和《针刀治疗肱骨外上髁
炎》等。在现场体验环节，许多学员都勇敢地把针扎
在自己身上某些穴位，以体验针感。也有学员积极
请教专家，希望能掌握更好的针刺技巧。

培训结束后，赤壁市卫健局将对培训学员开展
一次考试。考试合格的学员，会获得中医药适宜技
术资质证书。

赤壁两山投资公司

普法教育助力依法经营
本报讯 通讯员刘念、孔劲松报道：12月 12

日，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开展融资纪律座谈，学习法
律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座谈会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对与项目融资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注意事项作了
详细讲解，帮助公司从业人员更全面深刻地了解投
融资工作中易发生的法律问题，防范法律风险，保障
企业稳定发展。

近年来，赤壁市两山投资公司常态化开展法律
知识培训，增强员工的合规意识和能力，将遵法守法
用法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为企业依法经营、依
法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公司将不断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工作方法，深化普法宣传教育，深入推进依
法经营、依法治企，促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4万只候鸟，来了
特约记者 吕蓉 通讯员 马春霞 李也 高璋琦

赤壁百姓宣讲队

巡回宣讲健康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钟子豪报道：12月11日，赤壁

市“堂前燕”百姓宣讲队开展进机关、企业、村镇、社
区卫生健康知识巡回宣讲。

来自赤壁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疾控中心的4名
宣讲队成员，先后来到林业局、湖北万通源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茶庵岭镇中心坪村、泉门社区等地，结合
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普及了心肺复苏
术、脑中风发作应急处理措施、预防季节性传染病和
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原则及注意事项等卫生健康知
识，增强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宣讲旨在进一步擦亮“堂前燕”百姓宣讲品牌，
在赤壁市广大职工和居民中，传播健康生活的理念，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堂前燕”百姓宣讲队将继续深
入基层一线，持续开展各类专题巡回宣讲活动，用群
众听得进、听得懂、记得住、接地气、冒热气的语言，
讲活党的理论政策、讲好赤壁故事、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开展生产生活技能培训、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赤壁税务局

跨区服务获赠锦旗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殷欣怡报道：12月16

日，一面写有“征纳互动优服务 高效便捷解难题”的
锦旗，送到赤壁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表达对税务部
门工作高效、服务暖心的肯定。

“税务部门的征纳互动平台真是我们异地纳税
人的福音，不仅及时解决了办税难题，还帮忙节省了
900多公里的办税行程、近1000元的来回路费，真
是省时又省心。”赤壁市利佳防腐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王清华说。

12月12日，王清华到办税服务厅求助，表示企
业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有一项外经业务需要预
缴税款，但两地距离远，来回一趟费时费力。办税服
务厅征纳互动团队了解情况后，迅速启动跨区域业
务办理，线上联系乐平市征纳互动坐席，联合开展远
程辅导，一次性告知办理业务所需材料。最终，经三
方会谈，实现问题线上描述、资料线上传递、业务线
下帮办，在1个工作日内实现业务流程全完结。

赤壁交投集团

备战春运养护公路
本报讯 通讯员吴杰、黄河报道：赤壁市交投集

团公路养护公司自12月以来，紧扣冬季养护要点，强
化公路安全与精细化管理，为春运道路畅通保驾护航。

在G315国道上，清扫车、养护人员齐上阵，清
扫垃圾、清理排水沟内的落叶、修剪绿化带内的绿植
杂草。60余辆道路清扫车、洒水车、路面灌缝机等
多项机械设备，采用“机械+人工”模式提升效率。

公司下设4个公路站和1个养护中心，负责赤
壁市国省干线公路319.556公里、县乡公路178.783
公里、公路桥梁56座的清洁养护工作。日常养护主
要包括路面保洁保畅，路基修复清除堆积物，边沟清
理保持排水畅通，桥涵疏浚、伸缩缝养护、桥涵隧道
养护沿线设施等。公司践行“心在路上，路在心中”
公路养护的企业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四养”工程建
设。下一步，将加大人机清扫频率，全力做好路面保
洁工作，精心提升公路形象，确保群众春运期间公路
出行安心、舒心。

夜幕降临，赤壁市赵李桥镇雷家桥村、
柳林村、百花岭村等多个村湾灯火通明，镇
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与村
民围坐一堂，围绕共同缔造、两险征缴、土
地复耕等工作展开深入交流。

活动现场，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

细讲解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
政策要点、土地复耕的相关政策和扶持措
施、共同缔造理念的内涵等，现场解答了村
民们关于医保报销比例、养老金领取、土地
流转与复耕复种的问题。村民们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踊跃发言，对村湾人居环境整

治、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村湾产业发展等提
出意见建议。

近年来，赵李桥镇积极践行共同缔造
理念，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组织各村
（社区）开展“村湾夜话”活动。“村湾夜话”不
仅是政策宣讲会，更是民意收集会、干群连

心会。这种接地气的形式，充分发挥了村民
在村湾事务中的主体作用，大大激发了群众
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下一步，该镇持
续深化“村湾夜话”活动，以共同缔造理念为
引领，凝聚各方力量，扎实推进各项村湾工
作，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村湾夜话”聚民意
通讯员 宋明亮 曾思静

每晚 7 点，赤壁市官塘驿镇镇区总
有戴红袖章的志愿者风雨无阻进行夜
间巡逻。该镇为推进平安建设，围绕“除
隐患、解矛盾、守底线、保平安”，建立常
态化治安巡逻机制，以“暖心护学、夜间
巡逻、精准宣教”为重点，发动群众参与
宣传走访与排查化解，构建社会治理新
格局。

暖心护学筑防线。因镇中、镇小紧邻

107国道，针对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
安全隐患突出的问题，镇政府联合中心学
校、交警中队组建“1+2+N”志愿巡逻队，由
1名镇党委成员带队、学校老师和交警联
合、学生家长参与，在上下学高峰时段轮流
站岗，引导学生有序过马路，指挥交通，为
学生筑牢“安全屏障”。

夜间巡逻守万家。晚上7点到12点是
治安联防巡逻队的“主战场”。镇政府联合

派出所、平安协会、官塘社区、矿务局社区，
发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组建了治安联防
巡逻队，对辖区内的重点场所、路段、区域
开展不间断的治安巡逻，及时清除安全隐
患，维护地方和谐稳定。

精准宣教护平安。充分发挥“线上+线
下”两个宣传阵地作用，线上依托电话、抖
音、微信群等，推送平安建设相关内容。线
下联合多家单位举办集中宣传，既有针对

反诈防非知识的普及、毒品的危害和鉴别
以及交通安全知识的讲解，也有趣味问答、
模拟演示等，让居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到安全知识，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该镇还将持续深化平安创建活动，优
化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协同联动作用，动
员党员群众广泛参与，扎实推进平安官塘
建设。

干群合力创平安
通讯员 刘辉 张瑜 陈国华

冬日来临，北方的候鸟开始了一年一
度的南迁之旅。近日，赤壁市蒲圻街道大
田畈社区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经赤
壁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鉴定，确认“客人”身份为全球濒危物种、
中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鹤“一
家三口”。

12 月 16 日，笔者随同赤壁市林业
局、蒲圻街道、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公安

局森林警察大队工作人员在大田畈一
片农田里看到，白鹤“一家三口”正在冬
日暖阳下自由嬉戏玩耍，时而引颈高歌，
时而展翅翱翔，为冬日的赤壁增添了一抹
灵动。

据考证，白鹤已在地球上生活了近
6000万年，被誉为鸟类“活化石”，目前全
球现存数量仅5000余只，已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

为极危物种。
白鹤之所以恋上大田畈，得益于蒲圻

街道一年多来坚持对辖区白石港小流域
进行综合治理，以筑牢生态底板为基础，
大力开展水环境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
为候鸟提供了繁衍栖息的良好环境。

当天，执法人员对周边区域开展巡查
行动，打击猎捕鸟类违法犯罪行为，拆除
并销毁了一批非法架设的捕鸟网。

赤壁市将进一步加大对野生动物的
观测力度与保护投入，把野生动物保护与
小流域综合治理紧密结合，围绕“生态美”
目标，以流域生态环境改善为基础，为野
生动物提供更优良的生态居住环境；大力
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知识，提高
广大群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坚决遏制
违法犯罪行为，确保这些“珍稀精灵”能够在
赤壁的蓝天碧水间自在翱翔、繁衍栖息。

白鹤“一家三口”栖田畈
通讯员 修照宇 余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