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付忠于 杨明华 本报记者 张培奇

在河南省汝南县常兴镇，提起高汝
政，可谓“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
外”。他从一个“门外汉”到养殖獭兔的

“土专家”，再到带领乡亲致富的“兔司
令”，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
1 月 6 日，迎着寒风细雨，记者走进高汝
政的獭兔养殖场，探访他的獭兔养殖经
验和带富“秘籍”。

“门外汉”要当“兔司令”

今年 55 岁的高汝政，当过兵、打过
工。2008 年春，高汝政从亲戚手中接过
存栏 2000 余只的獭兔养殖场。当时，养
殖獭兔虽然效益可观，但对高汝政来说，
简直是“擀面杖吹火—— 一 窍不通”。

“‘门外汉’想当‘兔司令’？”许多人

对高汝政养殖獭兔不理解。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妻子东拼西凑

20万元，递到高汝政手中，“要是赔了，我
把你卖了。”妻子半开玩笑地说。

果不其然。养殖不到半个月，原来
活蹦乱跳的獭兔死了 100 多只，损失了
5000 多元。看到眼前的情景，妻子生气
地回了娘家。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一定
要把獭兔养好。”从不服输的高汝政，铁
了心要当好“兔司令”。

“土专家”勤念“养殖经”

獭兔的疾病连着高汝政的心。他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访亲问友、寻医求
药，用了许多方法都无济于事。正当他
束手无策时，村党支部书记刘雪峰为他
指点了迷津——通过上网学习獭兔养殖
技术。高汝政欣喜若狂，一有空就往村
室跑，一边看一边记，认真了解獭兔的生
活习性、养殖技术、饲料配置技术、常见
病防治、圈舍卫生知识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心学习和
不断实践，高汝政熟练掌握了獭兔养殖
和疾病防治技术。接下来的养殖过程
中，獭兔疾病很少发生。慢慢地，他的獭
兔养殖量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当年就繁
育到5000多只。

“成年母兔每月繁殖一窝，每窝产兔
仔 7 只-8 只，幼兔 40 天就能长到 4 斤左
右。獭兔以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等特
点，备受市场青睐。”高汝政说。

为拓宽獭兔销售渠道，2010年，高汝
政又通过互联网把獭兔卖到四川等地，
每市斤价格稳定在8元，产品供不应求。

从此，高汝政每年养殖獭兔的总量
突破 5000只，出栏獭兔 1万只，养殖收入
达30万元左右。高汝政也成为当地名副
其实的养兔“土专家”和“兔司令”。

“有心人”带民奔富路

高汝政养殖獭兔在当地小有名气，
找他取经、购买种兔的村民不少。高汝
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传授养殖技术，并

将自己精心喂养的种兔以低于市场价销
售给村民。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义务承担
起社会责任，带领村民们共走致富之
路。”高汝政说。

西王庄村贫困户王新前，爱人因病干
不了重活儿，儿子因车祸导致下身瘫痪，3
个孙子都在上学。2016年，高汝政找到王
新前，让他通过养殖獭兔摆脱贫困，并手
把手地教他养殖技术。在高汝政的帮扶
下，王新前养殖的獭兔由当初的100多只
发展到2018年的2000只，收入达10余万
元，顺利摘掉了贫困帽。像王新前一样的
贫困户，高汝政帮助的有20家。“看到他们
跟着我搞养殖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心
里感到很欣慰。”高汝政说。

“汗水浇灌收获，实干笃定前行。”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给了高汝政更
大的前进动力。“新年新打算，我计划以

‘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带动村民规模
养殖獭兔，让村民们入股收红利，轻松挣
大钱，早日过上小康生活。”高汝政说。

“兔司令”高汝政的新年梦想

4 综合新闻 2020年1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王帅杰 卢静 校对：赵军 李文广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E-mail: zbs2250@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电话：（010）84395001或85815522 传真：（010）85832154 新闻热线：（010）84395089或84395112 每份：1.35元 月价：35.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186号 广告部电话：（010）84395213或84395219 广告总代理：北京华农通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本报讯（记者 高文）近日，自然资源
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工作，到2020年，全国试点不少于300
个，各省（区、市）试点原则上不超过20个。

通知明确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工作的目标任务。以科学合理规划为前
提，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整体推进农
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
修复，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
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通知明确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工作的支持政策。整治区域内涉及永久
基本农田调整的，应编制调整方案并按已
有规定办理，确保新增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不少于调整面积的5%，调整方案应纳入村

庄规划。整治区域完成整治任务并通过
验收后，更新完善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
整治后腾退的建设用地，在保障试点乡镇
农民安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
等用地的前提下，重点用于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可在省域范
围内流转。自然资源部将对试点工作予
以一定的计划指标支持。

《通知》要求，禁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
拆大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砍树挖山填
湖、占用耕地搞人造景观、破坏乡村风貌
和历史文脉等，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省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根据市县申请确
定试点乡镇，并于 2020 年 3 月底前报自然
资源部备案。

自然资源部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本报讯（记者 毛晓雅）1 月 8 日，记者
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将正式设立。

为了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
河的发源地以及世界范围内特有的高寒
生物自然种质资源，2015 年 12 月，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三江
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于 2016 年初
正式拉开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
践探索的序幕。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任永
禄介绍，3年来，青海省发挥先行先试政策
优势，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三江源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的“根”与“魂”，先后实施了一
系列原创性改革，改变了“九龙治水”局
面，解决了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理顺
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关系，
走出了一条富有三江源特点、青海特色的
国家公园体制探索之路。

作为我国第一批探索建立的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在推进试点建设过程中积
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如探索社区共管模
式。充分调动牧民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
性，使牧民逐步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
保护者。园区全面实现了“一户一岗”，共
聘用 1.72万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户均
年收入增加2.16万元。通过发展生态畜牧
业合作社，大胆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逐步
转向特许经营。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
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
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他们
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稳定长
效收益。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生
态保护和恢复成效日益显现，环境质量持
续提升，生态功能不断强化，水源涵养量
平均增幅6%以上，草地覆盖度提高11%以
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

三江源国家公园今年将正式设立

本报讯（记者 李庆国 芦晓春）自
2018 年北京市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以来，顺义区紧扣“三级联动、四项
重点、五个统筹”工作思路，持续加大环境
整治力度，农村环境明显改善。

区、镇、村三级联动，完善机制抓落
实。区级成立了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的
领导小组，制定各项实施方案和专项制度，
建立了“日调度、周总结、月通报”的工作机
制。镇级采取了“处级干部包片，科级干部
包村，村‘两委’班子包街巷”的工作模式，全
员下沉到一线，在岗、在位、在状态，保证责
任无缺位，整治无死角。村“两委”干部、党
员、村民代表、公益岗位工作人员以身作
则，带头先拆、先治，人居环境整治形成常
态化。2019年共发现、整改各类环境问题8
万余处，在3月和9月两次全市人居环境整
治验收中，全区所有村庄全部通过验收。

以“清脏、治乱、增绿、控污”4 项工作
为治理重点，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顺
义区在 104 个村实施污水治理工程，有 44

个村污水设施投入使用；全区 786 座农村
公厕全部常态化运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拆除农村地区违法
建设373万平方米，清除私搭乱建、侵街占
道 1.9万余处、84万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
505.34 亩，栽植乔灌木 5 万余株。持续推
进源头控污，全区粪污无害化处理率和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基本实现清洁
能源取暖。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顺义区统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基层组
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新
城承载力提升 5 项工作，形成合力。2019
年，全区疏解一般制造业 82 家，腾退减量
空间1697亩、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所有
行政村全部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纳入了
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内容。各项民生工程
逐一落地，农村浴室、路灯、便民商业网
点、村级卫生室等建设工程全面推进，“星
火工程”等文化活动全面开展，农村居民
归属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北京顺义“三四五”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年国内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 13.3 件

本报讯（记者 刘强）近日，全国知识产
权局局长会议在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2019年全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万件，
实用新型158.2万件，外观设计55.7万件；国
内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3.3 件，提
前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
务；注册商标 640.6 万件，有效商标注册量
达到 2521.9 万件，平均每 4.9 个市场主体拥
有1件注册商标；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2385 个，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5324 件；专
利、商标质押融资总额突破 1500 亿元。
2019年前11个月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
额达到 371.9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60.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9.2%，知识产权质量效益持
续快速提升。

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持续提
升，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缩至 17.3个月；
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 4.5个月，超
额完成国务院确定的年度目标任务。专利
审查质量用户满意度指数达到 84.8分。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78.98分，再创
新高。全年累计减免专利商标相关费用79.3
亿元。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
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提升至第14位。2019
年全年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6.1万件，
同比增长 10.4%；收到中国申请人提交的马
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6491件。

1月9日，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上阳化村的儿童在打秋。当日，上阳化村立起高达20多米的巨型独杆秋千，村里男女老少轮番上阵，开
始一年一度的“缚秋打秋”迎新春活动。据悉，上阳化村的“缚秋打秋”活动已有700多年历史，每年腊月到来年农历二月，村民们都会通过
荡秋千祈愿吉祥、健康。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记者 王雨
萧 陈炜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9 日
说，商务部 9 日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第六
批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2万吨的工作。

在当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高峰表示，随着春节临近，肉类消费
逐渐进入旺季。为切实增加节日期间肉
类市场供应，商务部 9 日会同相关部门开
展了第六批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2万吨的
工作。同时，各地加大地方储备肉投放力

度，初步了解，目前有 20 个地方已经或正
在投放地方储备猪肉 9 万多吨，春节前还
有一些地区将陆续安排投放地方储备肉。

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中央储备肉投放力
度，指导地方和企业加强产销衔接，加快
储备肉分割、加工、销售等工作进度，切实
增加终端市场供应，鼓励引导企业按照市
场化原则，积极拓展货源渠道，扩大猪肉
进口，全力保障节日期间肉类市场供应。

商务部：再投放2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

（上接第一版）“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27214 户，在家发展产业的有 17740 户，产
业覆盖率达 100%。”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产
业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不等不靠，从零星饲养十来头牛到存
栏 200 多头，贫困户梁仁山通过建设天牛
养牛场，并成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不仅
自己成功摘下“贫困帽”，还有效带动、指
导周边村民通过养牛实现增收脱贫。“道
念村历来有养牛传统，村里给每头牛 4000
元、最多每户2头牛的补助，保险公司还免
费为贫困户肉牛投保，大大降低了养殖风
险。”梁仁山说，在政策支持下，当地探索
出了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基地带动、贫
困户抱团发展、集中圈养等多种良种肉牛
养殖模式，与普通牛相比，良种肉牛每头
利润可达5500元左右。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天等县
“5+2”特色产业覆盖率为 99.78%，贫困村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产业基地建设
达到 100%，新型主体带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数达 25%以上的村占比 100%；全县
59 个贫因村已全部培育有 3 名以上创业
致富带头人。

“根据县级‘5+2’、贫困村‘3+1’特色产
业发展，组织行业专家、技术人员，建立按
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层次、不同区域
的培训工作机制，以技能需求为导向，推进
县、乡、村三级联动产业扶贫培训。”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产业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天等县还将加大产业扶贫的培训工作力
度，突出抓好产业扶贫项目建设，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的良性利益联结
机制，并逐步完善电子商务进村工作基础
设施建设，为电商扶贫打好基础。

□□ 本报见习记者 孙莹

北纬72度，西伯利亚苔原，一个个生
命在永久性冻土带上破壳而出，从此它
们的命运就与万里之遥的鄱阳湖紧密相
连。秋天来了，一批批候鸟从遥远的西
伯利亚飞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休养生
息，度过漫长的冬季。翌年三四月份再
逐渐北归，回到繁殖地。鄱阳湖因候鸟
的到来而愈显灵动，候鸟因鄱阳湖的庇
佑而更具活力。

为了守护这一湖清水，为了保护远
道而来的候鸟，江西省加大湿地生态补
偿力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人
与鸟都能诗意地栖居。

夏季湖泊，冬季草原

一湖有四季，四时景不同。鄱阳湖
丰水一片、枯水一线，是时令性极强的湿
地生态系统。丰水季节，肥沃的淤泥淹
没颗颗草籽，静待发芽；枯水季节，水退
草长，200 万亩草洲一碧千里，迷人的湖
底草原惊喜亮相。

鄱阳湖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16.9摄
氏度至 17.7摄氏度的年平均气温涵养了
丰富的动植物。据统计，每年到鄱阳湖
越冬的鸟类达300多种、60多万只。占全
球种群 98%以上的白鹤、95%以上的东方
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60%以上的鸿
雁都在鄱阳湖越冬。

“我们湿地公园总面积 36285 公顷，
其中湿地 35116.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96.8%。”鄱阳湖湿地公园管委会党工委

书记刘新喜介绍。位于鄱阳湖东岸的鄱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是亚洲最大的湿地公
园，公园内有维管束湿地植物 141 种，野
生脊椎动物249种。

湖中草海的种类主要是苔草，因为
味苦，牛羊不爱吃，但它的根却是白鹤最
喜欢的食物。因着这些草，全球大多数
的白鹤选择了鄱阳湖。“雁分很多种，鸿
雁、豆雁、灰雁。你们看，那单个飞翔的
就是灰雁。”指着不远处腾空而起的身
影，刘新喜欣喜不已。

除了东岸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鄱阳湖南岸的南矶湿地、西岸的永修湿
地都是候鸟过冬的聚集地。踏在厚实柔
软的草甸上，想象自己漫步在湖底，白云
飞鸟，芦荻荡漾。远处鸿雁声声，芳草碧
连天。

保护先行，稳步发展

“我是在鄱阳湖边长大的，对鄱阳湖
有很深的感情。”鄱阳县委书记张祯祥动
情地说，“为了保护湿地，我们宁愿放慢
发展的速度。绝不引进有污染的企业，
确保工业园区没有一根烟囱、一个锅
炉。”为了保护这一湖清水，渔业、养殖
业、工业都有严格的限制。为了保护候
鸟，连环保节能的风力发电也忍痛放弃。

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始终坚持在保
护的前提下发展旅游业，一切都尽可能
依照原有的自然格局来规划设计，尽量
更好地呈现本来的样子。隔湖相望，不
打扰，便是最好的保护。

“我们对小水塘进行生态修复，种

植不同的水生植物净化水质，防止有污
染的水流入鄱阳湖。”水利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

“我们对畜禽养殖污染整治的要求
非常高，改造、取缔了一批养殖场。为
了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尝试进行稻虾
养殖。”农业农村部门相关人员介绍，

“这么一来，沟渠里的泥鳅、蚂蟥、青蛙
都回来了。”

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落实
“阵地前移、立体监管、点鸟奖湖、湖权流
转、协议管湖”的二十字保护方针。所谓
阵地前移，就是将保护区阵地季节性前
移到一线洲滩，加强源头保护；立体监
管，建立“天、空、地”一体化自然资源监
管平台；点鸟奖湖，开展“鸟越多、奖越
多”的区社共管活动；权属流转，租赁子
湖泊，更好地庇护候鸟；协议管湖，保护
区与当地渔民协议共管子湖泊控水和休
渔活动。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候鸟们用
翅膀给生态环境投票的同时，也给江西
省带来了更为长久、丰厚的回报。

专业守护，全民参与

“我们每天都走三四万步。”范干华
是白沙洲巡湖区的巡护员，用脚步来丈
量湖岸，用坚持来守护候鸟。“游客现在
的保护意识都非常强，没有发现一例伤
害候鸟的行为。”

两年紧锣密鼓的筹备，终于在 2019
年 9 月成立了鄱阳县鄱阳湖候鸟保护协
会。“协会现在有110多人，大部分都是村

民。”候鸟保护协会会长陈建龙说，巡湖、
宣传是志愿者的主要工作。

“我曾经带着外国人来考察，他们很
惊讶，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鸿雁群体。”
有近20年野保工作经验的杨启波回忆往
事，仍是满满的自豪。鄱阳湖优美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甚至有
候鸟变留鸟的情况。

“2019 年有 5 个多月没下雨，有的浅
水塘都干涸了，造成了候鸟食物短缺。
政府第一批采购了 3.6 万斤的玉米、大
豆、胡萝卜等进行投喂，确保候鸟安全越
冬。”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越冬候鸟的鸟种、数量我们都实时
监测，并将数据统一上报。”南矶湿地保
护区管理站站长万松贤介绍，“我们还积
极和其他机构合作，用专业技术全方位
对保护区的鸟类、植物、水文、气象等情
况进行监测。”

不仅如此，湖区村民逐步改变传统
靠湖吃湖的生产方式，实现转产转业，越
来越多的群众积极参与到保护候鸟的工
作当中。全国第一家候鸟医院、大雁协
会、小天鹅协会……众多的民间组织凝
聚了更多的力量。

每年 11月底至次年 2月底是鄱阳湖
观鸟的最佳时期。2019年12月6日至10
日，“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在南昌、九
江、上饶举办。这里有最多姿的水、最密
集的湖、最惊艳的草、最诗意的岛、最灵
秀的山、最珍贵的鸟。踏访其间，用脚步
丈量大地，用眼睛搜索秘境，用心灵感受
美好。

天南地北双飞鹤 鄱阳湖尾水如天
——聆听鄱阳湖和越冬候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