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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民生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雷倩

本报讯“我经常在野外拍摄鸟类，这还是

我第一次拍摄到黄腹角雉，太幸运了！”近日，云

和县野外鸟类摄影师朱伟文在白鹤尖拍摄到

“国宝”——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腹角

雉。

据介绍，黄腹角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 动 物 ，是 中 国 特 产 鸟 类 ，主 要 栖 息 于 海 拔

800—1400 米的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和针叶

阔叶混交林中。

5月 8日清晨，朱伟文与朋友驱车前往云和

白鹤尖采风。途经半山腰时，他看到一只色彩

艳丽的鸟飞跃车前，随后停在离车不远的灌木

丛中。

有着 10 多年拍鸟经验的朱伟文，凭着敏锐

的视觉和判断力，根据其羽翼判断该飞鸟为黄

腹角雉。朱伟文说，因为黄腹角雉警惕性非常

高，而且善于隐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隐

藏，为了不惊扰它，他在车上小心翼翼地架起相

机调整好位置，瞄准目标，伺机拍摄。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耐心等待，朱伟文的镜

头里出现黄腹角雉的身影，他立即按下快门。

“能在白鹤尖拍摄到黄腹角雉，真的是非常幸

运，这也说明丽水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朱伟

文说。

“国宝”黄腹角雉现身云和白鹤尖

神奇动物在浙丽

□ 记者 俞文斌

本报讯 近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布全国

首批 15 个“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浙江省仅

丽水两地入选，分别为松阳县大毛岘背星空和

云和县梯田云海。

近年来，丽水气象部门致力于气候资源研

究和开发，先后开展“十佳观星地”“十佳观云

地”等评选活动。同时，结合丽水国家气象公园

试点建设推进，不断提升气象服务能力，制定云

海、观星等 8 大类气候资源基（营）地建设要求

和打分标准，开展云海等景观观测研究与服务，

定期向公众公布云海天气观测报告，颁布实施

全国首个《山地云海景观分类》标准，开展梯田

云海概率指数预报服务等。

此次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

地”，有利于推动旅游与气象融合发展，丰富气

象旅游产品，为气象资源的深度宣传、开发、研

究及品牌建设提供支持，拓展丽水气候资源价

值转换内涵。

丽水两地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

□ 记者 董陈磊

本报讯 日前，省林业局、省民政厅、省卫生健

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公布 2021
年度浙江省森林康养基地名单，共19家入选。其

中，丽水市缙云县括苍山森林康养基地、庆元巾子

峰森林康养基地、龙泉市凤羽休闲山庄森林康养

基地、遂昌九龙山森林康养基地榜上有名。

据了解，森林康养基地是我省森林康养产

业重点建设工程，必须具备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70%、空气质量优良率 90%以上、核心区域空气

负氧离子日平均达 2000个/立方厘米、声环境要

求达Ⅰ类标准、基地内地表水质达Ⅱ类以上，同

时在接待设施、康养服务、社会经济功能等方面

较为完善等硬核条件。

至此，丽水全域共有8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我市新增四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李烨 贺坤

本报讯 昨天上午，第十届金奖惠明茶斗茶大赛举

行。来自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制茶企业和种植大户精选

出各自的优质茶叶，在斗茶会上争当第一“茗”。

斗茶大赛上，参赛茶样一字排开，共有 34只绿茶茶

样、29 只白茶茶样和 35 只红茶茶样参与评选。由国内

知名茶叶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通过感观和内质对茶样

进行综合评审。

经过层层筛选，景宁六江源茶业有限公司选送的

绿茶、敕木山徐夏梅选送的白茶摘得“茶王”。

争当第一“茗”
景宁举行金奖惠明茶斗茶大赛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江涛

本报讯 近日，丽水学院“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

项目入选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计划，实

现了我市此类高级研修项目在国家级上的零的突破。

2022年，省人力社保厅共举办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

高级研修项目 6个，省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资助项

目 63个、自筹项目 55个，省级现代服务业高级研修项目

25个。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开展高级研修项目选题申报工

作，择优推荐高研班项目24个，最终8个项目入选，其中

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自筹类 1个，省级专

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重点资助项目 1个、一般资助项目

3个、自筹项目2个，现代服务业高级研修项目1个。

“举办高级研修项目将切实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推进我市专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知识更新工作，加

快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

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丽水学院相

关负责人说。

我市首获国家级
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

□ 记者 刘烨恒 黄晓俊 通讯员 张靓 叶樟枫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上，

丽水市“肥药双控”监管场景应用精彩亮相。

我市“肥药双控”走在全省前列，“对标欧盟·肥药

双控”监管场景应用基于数字化改革“1612”体系，对应

“政府运行”跑道，紧扣农资数字化台账这个小切口，集

成上架在浙里办“i丽水”应用中。

丽水市“对标欧盟·肥药双控”监管场景应用通过

全方位数改、全社会监督、全流程重塑三个方面，打通

省市数据接口，结合日常巡查，实现全市农资进销、主

体生产使用和农产品检测等实时监控智能预警，推动

群众积极参与、部门高效协同，实现农业监管服务执法

全流程精密智控量化闭环，提升农业监管服务执法整

体智治水平，重塑农业监管执法流程，为丽水打造全国

领先的品质农业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

自 2022年 3月丽水市“肥药双控”监管场景应用上

线以来，全市共通过花园云多业务协同平台处置事件

数共 853 起，其中智能预警事件 708 起，事件办结时间

从 5个工作日缩减至 2个工作日，办案效率提升 60%。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动丽水市“对标欧盟·肥药

双控”监管场景应用迭代升级，强化数据采集和功能拓

展，推动项目申报验收全程数字化、高风险警示信息发

布智能化、科学施肥监测指导自动化，更好地为丽水品

质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全省数字化改革推进会日前举行

丽水市“肥药双控”
监管场景应用精彩亮相

□ 记者 俞文斌 吴启珍

本报讯 近日，浙江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研人员在收集鉴定最新一批拟扩区红外相

机调查数据时，发现了两段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黄喉貂的野外高清视频。

据了解，黄喉貂为日行性动物，行动迅敏，

是高效率的捕食者，加上尖利趾尖和像狼一样

的围捕猎物，故又被誉为“鼬科之狼”。黄喉貂

不仅能捕食小型兽类、鸟类、蛙类、爬行类等，甚

至可以合群捕杀比自身体型大很多的大型兽

类，如小麂、猕猴、豹猫、小野猪等。

“此次拍摄到的两段高清视频，进一步证实

了保护区拟扩区范围内确有黄喉貂的存在，而

且可能存有一定的种群数量。”浙江九龙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站站长唐战胜说，这并不是

第一次在拟扩区范围内监测到黄喉貂，布设在

该区域的红外相机在 2020 年 10 月 17 日就曾拍

摄到过黄喉貂的身影，但那次只是捕捉到一张

模糊的照片。

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野生动植物与湿

地监测保护工程师周佳俊说，作为森林食物链

顶端的捕食者，黄喉貂起到控制植食动物数量、

维持植食动物种群健康的作用，对生态系统的

平衡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它们繁衍生息

依赖成熟稳定的天然林环境，对栖息地干扰和

栖息地破碎化极为敏感，被视为森林生态系统

健康的指示物种。此次黄喉貂的发现也进一步

说明了九龙山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九龙山区域发现“鼬科之狼”黄喉貂

朱伟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