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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怀宁县线上线下齐发力，一季
度成功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32 场，推介岗位
30000个，新增就业3900人。

公岭镇居民刘益林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
技能培训后，如今成为怀宁经济开发区一家
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质量检测能手。“以
前没有技能，四处打零工。参加培训后，现
在工作稳定、收入多了。”刘益林高兴地说。

同样在车间工作的小伙子程杨，之前一
直在江浙一带从事轴承锻造工作。今年初，
他参加怀宁线上直播招聘会，来到这家公司
担任锻造工程师，主要负责公司的锻造技
术、工艺改良和新产品开发等工作。

线上线下齐发力，破解企业用工难。今
年以来，怀宁县围绕“两区二中心 挺进二十
强”战略目标，采取多项措施，着力打造立
体化引才引智平台。通过线上“云招聘”、线
下忙对接，积极为企业招用人才、院校输送
人才牵线搭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朱能干）

怀宁：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企服务招工忙

本报讯 4 月 22 日是第 53 个世界地球
日，活动主题为“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当天，迎江区检察院会同区田长制办
公室、长风乡政府联合开展土地资源保护宣
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倡导村民珍惜自然资源、呵护生态环境。

在联兴村村部，检察干警向村民介绍了
“田长+检察长”协作工作机制和检察公益诉
讼职能，区田长办工作人员宣讲了耕地保护
政策。随后，区检察院联合区、乡、村三级
田长在联兴村开展巡田活动，查看永久基本
农田和耕地保护情况。

下一步，迎江区检察院将深入推进“田
长＋检察长”工作机制运行，确保各级田长与
检察机关同向同力，推深做实耕地保护工作。

（通讯员 张芳 记者 查灿华）

迎江：“田长+检察长”
共护耕地安全

本报讯 4月20日，宿松县程岭乡龙安村
四季宝农业合作社负责人肖叶华专程来到乡
政府，将一面印着“为民办事关怀备至，为民排
忧情深似海”的锦旗送到乡长张小妹手中。

据了解，受多重因素影响，四季宝农业
合作社种植的新鲜香菇一直卖不出去，积压
库存近万斤。程岭乡政府在开展“一改两
为”走访活动中，了解到该合作社的香菇滞
销后，立马组织电视记者拍摄宣传片，发动
乡村干部在微信朋友圈积极转发宣传，并积
极与机关食堂、学校、商超、电商、商务部
门、周边乡镇对接，帮助销售新鲜香菇5000
余斤，解决了肖叶华的燃眉之急。

“当初乡政府领导到合作社去的时候，我
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可是没想到半个月的时间
里，越来越多的电话打进来购买香菇，而且都
是大批量购买，积压的香菇已经卖得差不多
了，特别感谢乡政府领导对我的关心与支持。”
肖叶华感激地说。

“我们借助‘一改两为’大走访活动，坚持
乡域内每一家企业必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
况，尽我们最大的力气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
企业加快发展。”张小妹说道。

（通讯员 高健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程岭乡：“一改两为”见实效
锦旗无声寄深情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4 月初以来，全国各
地“爱鸟周”陆续来临，爱鸟护鸟
共享自然之美成为共识。近年
来，安庆这座城市备受鸟儿青睐，
越来越多的鸟儿住进城市，与安
庆市民为邻，这印证的是城市生
态环境和市民保护意识的提升。
市民与鸟儿和谐共处，同享这一
城绿色和生态。

“你从哪里来，我的
朋友？”

3月中旬，家住江边阳光城小
区的市民许宜斌家中来了两只乌
鸫，在窗台筑巢并产下了蛋，孵化
出了一窝鸟宝宝。

许宜斌说，他在城郊工作，一
周回家一次。起初，他发现窗台
上有些树叶，以为是风刮来的。
后来，他发现树叶越来越多，两只
黑色的鸟飞来飞去，衔着树枝在
这里筑巢。再后来，巢筑好了，巢
中出现了6枚淡绿色带麻点的鸟
蛋。鸟蛋陆续孵化，出现了一窝
叽叽喳喳的鸟宝宝。

期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许
宜斌请教了一位研究鸟类的专
家。专家告诉他，这种鸟叫乌鸫，
现在正是繁殖季节，同时建议他，
鸟类有自己的生存能力，不需过
多干预，如果发生天气恶劣觅食
困难或者亲鸟发生意外幼鸟无法
哺育情况，可以投喂一些面包虫、
蚯蚓之类的食物。

许宜斌将推拉窗开大了一
点，给乌鸫足够大的活动空间，并
在窗户内侧放了一块纸板，给它
们遮风，同时避免它们受到惊吓。

“这阵子两只亲鸟飞来飞去
的，轮流觅食，十分辛苦。上个
周末 （4月 17日） 我回去时，这
些鸟宝宝已经长出了绒毛，看样
子马上可以学习一些初步生存技
能了。”许宜斌说，邂逅了这些
鸟类朋友，这阵子，他的内心充
满了欣喜和期待。

在安庆，记者发现，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城市安
家，大树枝头时常可见各种鸟
巢。公园里、道路旁、池塘边甚
至市民家中，哪里能提供庇护，
哪里就能看见鸟巢。

记者从安庆市林业局野生动
物保护站了解到，全市辖区分属
大别山区、沿江平原两个地理单
元，共有居留鸟类300种左右。安
庆市区属沿江平原，目前居留鸟
类超过250种。全市建有6处省
级以上自然保护区、5处国家湿地
公园，并建有1处省级、3处县级野
生动物救护站。我市通过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方式，持续开展鸟类
保护相关工作。

“不同的鸟类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城市公园里常见到的是林
鸟，湿地里常见到的是水鸟，山区
里可见一些猛禽。近些年，在我们
城市及周边不断发现一些新的鸟
类，鸟的种类和数量稳中有增。”野
保站站长张宏说。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
在城市安家？张宏分析，鸟类通
常以植物的根茎和果实、虫子等
为食，原来它们可能在郊区、在山
上、在森林，随着近年来城市公园
绿地增多，绿化、水源、空气环境
改善，为鸟类栖息、觅食提供了良
好条件，加上市民保护意识的提
升及各类爱鸟人士、社会组织的
保护行动，鸟类在种群数量增加
的基础上，就可能来到城市安家。

在绿色生态城市安一
个家

鸟类的生存状况与栖息地
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鸟类生
存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活动
场地和繁殖场所等都依赖于栖
息地，因此，栖息地环境的质
量对鸟类的分布、种群密度、
繁殖成功率和成鸟存活率有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

安庆是一座山水交融的城
市，拥有“三分之一城、三分之一
水、三分之一绿”的城市形态。在
原有菱湖公园、莲湖公园、皖江公
园、狮子山公园320公顷“老四园”
的基础上，近些年，安庆市区陆续
新增了康熙河景观带、秦潭湖公
园等众多公园，新增公园面积616
公顷，加上其他一些“口袋公园”，
现在安庆市区公园面积达到1157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

市民王富良家住城东老峰镇和
平苑小区，紧邻秦潭湖公园。现在，
每个周末去秦潭湖公园散散步、看
看鸟、拍拍照，成了他的享受。

王富良说，秦潭湖公园的建
设他全程关注着，建成这两年，
公园里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鸟
巢也是随处可见了，有的树新栽
没多久就有鸟儿来筑巢了。秦潭
湖公园也是湿地公园，湖边水草
丰富，在水中嬉戏的鸟类也有很
多。除秦潭湖公园外，他也常去
附近的康熙河景观带、张湖公园
等散步。

一批城市公园的建成，极大
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城市景观、
城市文化和市民的生活质量。在
喧闹的城市中，鸟儿有了更多栖
息、觅食之地。

安庆市区拥有天然四通八达
的水系，一些水系也是鸟类的天
然栖息地。过去，因为城市基础
设施不够健全，生产、生活污水的
排放及沉积、发酵形成了黑臭水
体，影响了城市生态及鸟类栖息。

通过摸排，在安庆市区范围
内确定了10条黑臭水体，由市住
建部门开展专项治理，于2019年
底全面完成治理任务。

“治理措施主要为控源截污、
清淤疏浚、活水补水、生态修复
等。”安庆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管理
办公室主任张成说，“治理之后，10
条原先的黑臭水体进入了常态化
管理阶段，除防止水质反弹以外，
还要防止出现新的黑臭水体。”

几年来，安庆市区先后实施
了 31 条重要河道、7 处湖泊的治
理，治理河道长度约54公里、湖泊
水面面积约20平方公里。通过清

淤疏浚、连通河道、栽种各种陆生
水生植物，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水流风动、鸟语花香”，广大市民
和众多鸟类同享绿色和生态。

爱护让我们更加亲近

4月21日下午，在康熙河景观
带的一个池塘边，“长枪短炮”正
对着池塘，几名摄影爱好者全神
贯注等待着。突然，一只蓝色的
翠鸟扑棱着翅膀出现在视野之
中，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咔咔咔”
的快门声。从他们连拍的照片中
记者看到，这只翠鸟刚刚从水中
叼起了一条鱼，短暂停留在池塘
中央的树枝上，将鱼吃了下去。

摄影爱好者有很多，他们独
爱 拍 鸟 ，在 圈 子 里 被 称 为“鸟
友”。今年68岁的市民胡松法，退
休之后全身心投入摄影，与鸟为
伴。去年12月，他发现了这个“鸟
点”，也引来了这批“鸟友”。目
前，他们共发现翠鸟、斑鱼狗、红

胁蓝尾鸲等30多种鸟类长期或短
期在这里活动。

胡松法说，长期在此拍鸟的
“鸟友”大概有30多人，他们作为
摄影爱好者早就认识，但拍鸟却
是近几年才兴起。他们不光是拍，
也在以实际行动宣传、保护这些鸟
类。“看到有打鸟的、钓鱼的，我们
立刻制止，平时也会买一些食物给
鸟吃。路过的市民看到我们拍鸟，
会凑过来看，我就给他们做做介
绍、做做科普，讲一讲鸟类对我们
生态环境的意义。”胡松法说。

前不久的一天，早晨7点半，
安庆市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李
松杰正在值班，一位老人用袋子装
着一只隼送到了救护站。这位老
人说，他早上在家门口发现了这只
隼，不能飞行，精神不是很好。李
松杰接收之后，立即联系了饲养
员。连日来，经过兽医和饲养员的
观察治疗及精心喂养，现在这只隼
已经恢复健康，即将放飞。

去年，有149头（只）野生动物
在这里得到救护救助，其中鸟类
占80%以上，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均为鸟类，分别是白鹤、白枕
鹤、白冠长尾雉。

“有大学生专程打的从大龙
山镇送来的，有群众连夜开车从
县里送来的……还有通过野保
站、森林公安电话转给我们前去
处理的……发现野生鸟类受伤，
大家第一时间去救护救助，近些
年越来越多，人们对鸟类保护意
识的提升显而易见。”救护站站长
周泉说。

爱护鸟类有利于维护生态平
衡，市民保护意识逐步提升，除各
类爱鸟人士外，一些爱鸟社会组织
多年来也在积极开展保护行动。

市区菜子湖畔，2010年成立
的安庆市菜子湖湿地生态保护
协会，多年来义务开展湿地生
态 环 境 保 护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鸟类保护、水文保护和科
普宣传等公益活动。协会组建
了一支湿地巡护员队伍，守护
迁徙候鸟。通过多年保护，现
在每年到菜子湖湿地越冬的候
鸟达到10万多只。

人与鸟儿和谐共处，共享美好家园

鸟雀“宜”居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东部新城康熙河景观带，一群须浮鸥在水面嬉戏、翱翔。 通讯员 石晓红 摄

“鸟友”拍鸟带动更多市民爱鸟。 通讯员 石晓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