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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家底”更厚实了
——桃红岭保护区综合科考第一阶段小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碧玉 朱兆恺

盛夏，赣江流行“水上漂”
——桨板运动“潮”出圈

本报全媒体记者 柳易江 李 征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本次科考与十

年前科考的情况相比，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好了，生物物种也更加

丰富多样了。”7 月 8 日，负责江西桃红岭梅

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桃红岭

保护区”）综合科考的多名领队，均给出了

类似的判断。

2 月 24 日，桃红岭保护区综合科考正

式启动。目前，植物多样性、两栖爬行动

物、鱼类和水生生物、梅花鹿（华南亚种，下

同）等专项调查已完成第一阶段摸底。

与野生动物来场美丽邂逅

7 月 1 日晚上 8 时左右，1 头小梅花鹿

误撞至采访车前，只留下“惊鸿一瞥”，就闪

入丛林；

7 月 2 日凌晨 5 时左右，车灯照到 2 头

小麂窜至车前，一眨眼，就不见了；

7 月 3 日晚上 7 时左右，一只褐色华南

兔在车前一跃，即隐身于马路旁草丛中。

…………

在桃红岭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冷不丁

地会撞见野生动物，还来不及反应，它们就

消失在茫茫林海。“野生动物的警觉性很

高。十年前的那次科考，我们在丛林中进

行样线调查，很难肉眼看到它们，只能沿途

搜集动物粪便，带回实验室化验分析，或查

勘动物脚印，以此分析其数量、分布范围、

雌雄等信息。”梅花鹿专项调查领队、江西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言阔告诉记

者，这次科考，他明显感觉到野生动物的遇

见率提高了很多。“你看，桃红岭保护区内

的人工投盐点刚投完盐，晚上就有野生动

物来补充盐分，监控摄像头和红外相机记

录到梅花鹿、小麂、野猪、华南兔的画面越

来越多。”

“以前，我们认为东升这一带很少有梅

花鹿出没，梅花鹿主要集中在黄花、黄岭一

带活动。近年来，东升这一带布设的红外

相机频频拍到了梅花鹿。”桃红岭保护区东

升保护站站长林忠华说，每年 4 至 6 月是梅

花鹿繁殖季节，今年不仅多次捕捉到鹿妈

妈带鹿宝宝入镜的画面，还拍到了 9 只梅

花鹿同入画框。桃红岭保护区周边村民也

向记者讲述多起梅花鹿下山喝水、误入村

庄被救助的故事。更有趣的是，红外相机

拍到两只雄性梅花鹿为争抢地盘，在村民

橘园打斗的画面；一村民在自家农田捡到

两对梅花鹿自动脱落的鹿茸……

“这些情况都说明，近年来桃红岭保护

区包括梅花鹿在内的野生动物种群恢复明

显，分布范围在扩大，侧面印证了桃红岭保

护区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持续向好。”李言

阔表示。

环境指示物种增加明显

4 月初的桃红岭保护区生机勃勃，满

眼绿意浓浓，耳畔鸟鸣声声。护林员拿着

砍刀在前面开路，科考队员携带工具紧随

其后。

2004 年 至 今 ，中 国 计 量 大 学 教 授 徐

爱 春 多 次 参 与 桃 红 岭 科 考 。 这 次 科 考 ，

他是鱼类和水生生物专项调查领队。为

了 摸 清 水 生 生 物“ 家 底 ”，科 考 队 员 根 据

桃 红 岭 保 护 区 水 系 图 ，选 择 河 流 、水 库 、

溪 流 等 水 域 的 断 面 作 为 采 样 点 位 ，以 现

场捕获为主要采集方法。他们穿起连体

防水裤，缓缓拉起渔网，小心翼翼将鱼从

网 上 取 下 。 徐 爱 春 用 手 舀 起 小 鱼 ，神 情

专 注 ，仔 细 辨 认 。 他 将 不 同 种 类 的 鱼 取

出样本，交摄影师留存影像资料后，准备

制作成标本。

“有些鱼只能生长于清澈、流动的水体

中，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其种类和数量可反

映桃红岭保护区水环境的变化，并作为生

态系统是否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是

否完备的判断依据。”徐爱春说，目前来看，

鱼类中生态环境质量指示物种已发现十余

种，说明这里的水环境质量不错。

一个双肩包、一双防水靴、一顶遮阳

帽、一根登山棍、一个强光头灯、一台数码

相 机 ，是 两 栖 爬 行 类 科 考 队 员 的 标 准 行

头。他们白天踏样线而行，晚上一路溯溪，

仔细寻找着两栖爬行动物。淙淙的溪水

间，1 只皮肤绿得亮眼的青蛙趴在水底一

动不动。这是只淡肩角蟾，被队员们逮住

带回了实验室。近段时间，队员们加紧整

理图文资料，发现多种两栖爬行动物，有中

华蟾蜍、川村陆蛙、淡肩角蟾、花臭蛙、饰纹

姬蛙、棘胸蛙、黑斑侧褶蛙等，还有多种蛇

类，如舟山眼镜蛇、短尾蝮、福建竹叶青蛇、

赤链蛇、王锦蛇等。

“这些已采集到的标本中是否有江西

省新纪录种，还需经过分子测序后才能确

定。不过，桃红岭保护区海拔只有 600 余

米，在同海拔的生境中，这里的生物多样

性算是比较丰富的。”两栖爬行类调查领

队 、中 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教 授 杨 道 德 告 诉

记者。

发现全省最大野生天目贝母居群

春末夏初，桃红岭保护区的植物悄悄

冒出花蕊。负责植物多样性调查的中国

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科考队行进在桃红岭

保护区。这群看到植物眼中就有光的科

考人员，几乎对每一株植物，都能娓娓道

来科普故事。

越 过 陡 峭 的 山 坡 ，一 株 羽 状 复 叶 的

木 本 植 物 在 灌 丛 中 被 发 现 ，植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领 队 、中 科 院 庐 山 植 物 园 研 究 员 彭

焱 松 用 枝 剪 采 集 了 该 植 物 的 部 分 枝 叶 。

“我们当日采集的植物，晚上就会制作成

标 本 ，其 中 部 分 植 物 还 要 解 剖 并 记 录 。”

他说，经过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 生 植 物 花 榈 木 ，在 桃 红 岭 保 护 区 首 次

被发现。

5 月 11 日，科考队在桃红岭保护区发

现全省最大的野生天目贝母居群，经样方

调查确认，在 100 平方米的样方内分布有

100 余株野生天目贝母。彭焱松激动地告

诉记者，野生天目贝母是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植物，在江西分布极少，仅分布于彭泽和

湖口等地。因其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

价值，部分地区的野生天目贝母资源遭到

破坏，居群出现衰退，但桃红岭保护区的野

生天目贝母居群却扩大了。

随着野外调查的全面铺开，植物多样

性调查科考队陆续发现了十余种桃红岭保

护区植物名录中未记载的植物，如肉根毛

茛、郁香忍冬、日本金腰等。“这些发现，都

能够说明桃红岭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卓有成

效。”彭焱松说。

“有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老

人 小 孩 ，现 在 的 生 活 美 滋 滋 。”近

日，靖安县璪都镇港背村村民刘煌

平算了一笔账：在文旅公司上班年

薪 5 万元，加上家里还有特色种养，

年收入预计超 15万元。

“感谢乡村旅游给村里带来人

气，平时只有 200 余人的村子接待

了 1 万余名游客，今年‘五一’假期

忙得不亦乐乎。”看着昔日沉寂的

小山村终于喧闹起来，靖安县政协

委员、靖安县村尚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包希孟心中充满喜

悦与期待。

包 希 孟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港 背 村

人，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但家乡

的 山 山 水 水 一 直 让 他 魂 牵 梦 绕 。

2020 年，包希孟回到港背村。在村

党支部的支持下，他留了下来，“要

让村子旺起来！”

奋 斗 恰 逢 其 时 。 就 在 包 希 孟

思索带动家乡振兴发展的同时，靖

安县政协正围绕助力乡村振兴深

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提出尽快出

台乡贤回归政策、解决基本保障、

培育乡贤群体，抓好能人和乡贤回

归的意见建议。

同频共振、同题共答。经过缜

密的市场调研，包希孟创办了靖安

县村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

算以乡村旅游为切入点，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赋能助力。联系璪都

镇工作的县政协副主席万娟急企

业之所急，帮着协调县政府相关部

门和金融机构，运用“靖商靖量、尽

责尽行”协商议事服务平台，协助

解决了旅游公司资金不足等难题。

蓝天、碧水、青山、竹排……如

今，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图在港背

村徐徐展开。而更多的政协委员

倾心助力发展的故事正在靖安县

不断发生。

县 政 协 委 员 李 增 辉 创 办 的 靖

安佰忆竹业科技有限公司，吸收官庄镇 100 余名村民

进厂务工，年发放工人工资 500 余万元，年收购村民毛

竹费用逾 1000 万元，帮助 50 余名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

增收致富。

“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是深植于该县政协常委

刘国勇心中的理念。他主动与靖安县三爪仑乡红星村

签订了《简钰居项目与红星村结对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书》，在优先吸纳红星村村民进企务工、帮助销售

农副产品、与村集体合作分红等基础上，还分类、分期为

农户免费开展民宿规范经营、农副产品销售等课程，组

织农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拓宽眼界、提升能力。

以政协之为服务发展之为。今年年初，靖安县政

协启动“四进四助力”活动，搭建“靖商靖量、尽责尽

行”协商议事服务平台，进一步激发全县政协委员履

职尽责的积极性，全力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

前，靖安县 16 名企业家委员与当地行政村签订了服

务乡村振兴协议；12 个委员工作站、9 个工作室的政

协委员深入乡村、深入群众，开展送医送药送法律服

务 、网 络 销 售 技 能 及 心 理 健 康 辅 导 ，全 面 助 力 乡 村

振兴。

落 日 余 晖 铺 水 中 ，半 江 蓝 碧 半 江

红。夏风吹拂，清波荡漾，一条条彩色的

桨板或漂荡水中或奋楫而上，与不远处

的现代楼宇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一

队单板、四人龙板，你追我赶，竞速而下，

把如虹卧波的南昌大桥远抛其后，直指

八一桥下的绿色江洲。“我们喜欢桨板的

速度和团队协作的默契。”“我们享受桨

板运动的释放与休闲。”队员们快乐的情

绪，与浪花一起激荡。人立板上，桨叶入

水、划水、回桨……夏日的傍晚时分，南

昌长天广场赣江段成了桨板运动爱好者

的乐园。与此同时，九龙湖、青山湖上也

在上演欢乐的都市桨板秀。

桨板又称直立单桨冲浪，起源于美

国夏威夷。2011 年，桨板运动传入我国

并赢得体育爱好者的青睐。“江西 2016
年 开 始 兴 起 桨 板 运 动 ，在 全 国 算 是 早

的，规模和竞赛水平都处在全国前列。”

6 月 26 日，南昌市桨板运动协会副会长

徐浩婷告诉记者，桨板运动最吸引人的

关键点在于运动门槛低，入门容易而进

阶又有足够大的空间，且能在夏季给人

带来清凉感。今年 20 岁的徐浩婷，从皮

划艇专业运动员转至冲浪桨板项目后，

三 年 前 就 在“ 二 青 会 ”上 摘 得 桨 板 金

牌。现在，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的桨板

赛 事 ，几 乎 每 周 都 有 ，她 都 积 极 参 与 。

暑期的九龙湖上，慕名而来培训的学员

让徐浩婷忙得不亦乐乎。在她的鼓励

下，记者也勇敢地体验了一把。

一块 4.2 米长、0.9 米宽、9 公斤重的

初学者桨板，被小个子的记者稳稳地提

夹着到达岸边码头。身穿救生衣，脚系

安 全 绳 ，跪 式 上 板 ，待 稳 定 后 ，挥 桨 入

水，轻轻划动，板已离岸。左划、右划、

前进、后退、转头，轻轻松松，“船”已远

离码头，朝湖中心进发。暮色四合，灯

影幢幢，星光闪烁，棹桨水响。尝试了

跪、蹲、坐、躺的姿势之后，记者在教练

的指导下，把桨支在面前，借助桨的支

撑由蹲而立，腿在发抖，板在摇晃，终于

站稳，再小心翼翼地把桨移入水中，板

动了，成功啦！“是不是很容易很安全？

即 使 落 水 ，也 有 脚 绳 把 你 和 板 拴 在 一

起。这块板对你有保护救援作用。”教

练为不擅运动的记者点赞。

桨 板 不 但 是 桨 者 的“ 诺 亚 方 舟 ”，

近 年 来 也 成 了 水 上 救 援 的 新 形 式 ，桨

板运动者为赣江的水上救援贡献了不

少 力 量 。“ 桨 板 可 以 近 身 ，比 快 艇 方

便 。 救 援 中 ，对 有 意 识 和 无 意 识 的 溺

水者，上板的要求是不同的……”资深

玩 家 曹 宝 玉 ，有 过 依 靠 桨 板 救 援 落 水

者的经历。

从爬山、骑自行车、游泳、划皮划艇

再到桨板运动、桨板救援，已退休的曹

宝玉在桨板上找到了精神寄托。“桨板

运动不但姿势灵活，还可以一块板多人

划，并衍生出桨板瑜伽、桨板球、桨板马

拉 松 等 多 种 玩 法 ，适 合 多 个 年 龄 段 体

验，当然，会游泳是前提条件。”曹宝玉

说，7 年来，她已从桨板休闲、竞速进阶

到了教练和裁判。

桨板看似高大上，其实初级玩家的

入 门 费 并 不 高 ，一 块 单 板 在 800 元 至

2000 元。充气类桨板尤其受欢迎，它操

作简便易于携带，折叠起来就是一个双

肩背包的尺寸，在 3 至 5 分钟内即可安

装好。“许多入门玩家就是通过初阶桨

板开启了这项运动。”一名桨板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桨板按照运动

需求分为初阶休闲板、中阶旅行板和竞

速板，可以满足多种运动场景的选择。

据悉，近年来南昌桨板销售火爆，桨板

背包、速干衣、防晒帽、太阳镜、救生衣

等相关附件类产品也销售飙升。

除南昌外，江西丰富的水域资源也

吸引了亲水的各地玩家。“江西桨板运

动爱好者已有上千人，正式注册会员接

近 100 人。”省桨板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协会每月都组织桨板比赛，目

的是让大家参与运动、分享快乐。希望

省内有更多公共水域有序开放，通过地

方政府对桨板运动的支持，开展更多的

赛事，助推这项运动在省内更快更好地

发展。

今年“五一”期间在九龙湖举行的

2023 年中国桨板公开赛（南昌站），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顶尖选手参赛。“这次比

赛办得非常成功。”国家体育总局桨板

冲浪运动中心有关负责人建议，“江西

的水域资源得天独厚，桨板运动应发挥

此优势向青少年培训方向发力。希望

能借助桨板赛事促进旅游业及体育产

业的发展。”

桨板在赣江划过，与现代建筑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摄 7 月 7 日，在新余高新区水西镇千亩翠冠梨

种植基地，党员志愿者利用网络帮助果农直播

带货。眼下正是翠冠梨、葡萄等水果采摘季，该

市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采取“线上+

线下”的助销模式，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

收致富。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增收致富

7 月 6 日，在樟树市观上镇志明翠冠梨种植

基地，游客正在摘梨。观上镇依托独特的自然

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游，带动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