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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近日，随

着气温逐步降低，鄱阳湖陆续飞来大批越冬

候鸟。这可把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以下简称鄱保局）大汊湖保护管

理站站长黄锦波忙坏了，他带领着职工，和

当地森林公安、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一

道，沿着湖区开展“鄱湖利剑”行动。

“鄱 湖 利 剑 ”行 动 ，即 在 鄱 阳 湖 区 开 展

越 冬 候 鸟 及 其 栖 息 地 湿 地 保 护 专 项 行 动 ，

维 护 鄱 阳 湖 生 态 安 全 和 湖 区 社 会 稳 定 ，保

障 第 三 届 鄱 阳 湖 国 际 观 鸟 季 活 动 顺 利 召

开。“鄱湖利剑”行动从 2023 年 9 月 20 日开

始，到 2024 年 6 月 30 日结束，历时 9 个月，分

为宣传发动、候鸟保护专项整治、保护候鸟

栖 息 地 和 湿 地 环 境 专 项 整 治 、总 结 巩 固 四

个阶段。

“上周我们到沿湖各村传达了候鸟保护

精神、加密巡护频次。通过两轮排查，我们

在湖区清理了 30 余个残余地笼，避免候鸟

在水面栖息时被缠住脚腕。”黄锦波说，大

汊湖保护管理站位于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

西门村，守护着辖区 97 平方公里的湿地和

每年近 10 万只越冬候鸟的安全，是江西鄱

阳 湖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辖 区 面 积 最 大 、巡

护 路 线 最 为 复 杂 、巡 护 任 务 最 为 艰 苦 的 一

个站点。从这里开拖拉机到位于永修县的

梅西湖、中湖池巡护来回一趟需要颠簸 8 个

小 时 ，到 象 湖 巡 护 来 回 一 趟 需 要 在 泥 泞 中

行走 2 个多小时。他们克服湖区复杂的地

貌条件，经常早出晚归、风餐露宿地在寒风

凛冽中巡护。

为加强“鄱湖利剑”行动组织协调，我省

成立了专项行动协调小组，整合各地林业、

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走村

串户，张贴公告、标语、宣传画，散发宣传单、

有奖举报卡、以案释法宣传册，公布举报电

话、举报信箱；深入湖区腹地、农贸市场、餐

馆酒店等重点区域和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

打击非法猎捕、收购、携带、运输、食用、出售候鸟及其制

品的各类违法行为。

“我们会联合公安等部门，在路口设卡排查以及不定

期开展夜间行动，对涉嫌非法猎捕的重点人员，有针对性

地开展排查和整治。”鄱保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站长张宗

华刚刚参与了多项“鄱湖利剑”行动。他说，在泥泞中穿

下水裤步行、在沼泽上开拖拉机颠簸、乘船劈波斩浪、摸

黑蹲守在天寒地冻的湖区或交通要道……这是他们工作

中的家常便饭，大家只为形成“湖里巡、路上卡、市场搜、

餐馆查”的全方位监管体系，确保鄱阳湖生态安全，细心

呵护这湖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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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区 的 鱼 尾 洲 湿 地 公

园 ，上 万 株 水 杉 与 湿 地 植

被 、城 市 建 筑 相 互 映 衬 ，

宛 若 一 座 城 市 漂 浮 森

林 。 近 年 来 ，南 昌 通 过 截

污 纳 管 、水 系 连 通 、自 然

岸 线 恢 复 等 措 施 ，修 复 了

受 损 的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和 功 能 ，改 善 了 城 乡 人

居生活环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漂浮森林

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高等教育是关

键一环。最近，江西高校与北京高校往来频

繁，大动作不断——

东华理工大学派出教师参加北京邮电

大学主办的相关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研讨

会；景德镇陶瓷大学和清华大学以相关课题

组为平台共同培养研究生；江西财经大学与

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建设新文科实验室……

江西高校牵手北京高校，与一场北京对

接会密切相关。9 月 27 日，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省政府驻京办联合在北京召开江

西省高校与北京高校合作对接会。省内 8
所高校与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三所高校面对面交流，对接合作。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合作对接项目进

展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以往都是民间自发交流，现在是政府

搭台、高校唱戏，合作更系统、精准。”南昌大

学科技处处长陈超告诉记者，北京对接会

前，学校就专门研究了对接合作的项目，包

括人才培养、管理人才互换、学校治理等全

方位合作。“目前，清华大学教授已经来校指

导，两校开展学生联合培养等事宜也已达成

初步意向。”陈超说。

目前，我省高等教育发展还存在不少短

板。比如，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匮乏，国家重

大科研平台建设滞后，人才培养供需错位，

服务国家主战略能力不强，支撑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作用不显著等。

记者梳理后发现，取长补短，提高服务

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是省内高

校迫切的需求。此次合作，8 所高校围绕我

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在碳中

和、摩擦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稀土、

材料科学与工程等领域谋求与北京高校开

展学科共建和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喜人的

是，这些合作愿景已取得初步进展，不少已

经开始落地实施。

政府搭建平台，促成了合作，但合作如

何才能走得长远？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实

现互利互赢是关键。

“强强联合有助于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

突破。”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潘俊敏教授的研

究方向是微藻分子生物学研究。他表示，清

华大学有领先的科研能力，而江西水系发

达，有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双方合作可以

更好地将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推进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我们团队目前正与南

昌大学在固碳微藻选育、定向工程改造和生

物合成等方面开展合作洽谈。”对于合作，潘

俊敏充满期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合作对接，打开

了学校的大门，更打开了高等教育创新思维

的大门。双方高校依托特色学科和优势产

业进行校企合作，共同开展科研攻关。据了

解，江西理工大学正和清华大学商讨共同参

与中国稀土集团等企业的产学融合及协同

创新。宜春学院则聚焦材料与锂电新能源

领域，和北京邮电大学共同寻找合作项目。

华东交通大学计划在智能网联汽车、车路协

同、交通安全三个领域与清华大学共同开展

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已向九江学院开放虚

拟教研室、虚拟实验室及课程群等优质教育

资源。

“双方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培养的学

生 在 知 识 结 构 和 实 践 经 验 等 方 面 互 为 补

充，更为全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

长张学勇表示，此次与江西财经大学的合

作，有助于共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助力教

育强国。

记者了解到，以北京对接会为契机，8
所高校与北京高校均建立了“交流常态化、

合作项目化”的工作机制，各高校正紧锣密

鼓积极行动，进一步明确具体合作细节问

题，分阶段推进，力争尽快取得合作的具体

实效。

“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奔赴
——江西高校与北京高校合作微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赣马回归，英雄集结。

11 月 12 日，江铃大道·2023 南昌马拉松在八一广场鸣

枪开跑。时隔三年，南昌马拉松再次沸腾了初冬的英雄

城，3 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齐聚南昌，共同感受这座古

老而现代的城市的魅力和热情。

一场马拉松一场马拉松 沸腾一座城沸腾一座城
——江铃大道·2023南昌马拉松侧记

男女选手 双双破赛会纪录

江 铃 大 道·2023 南

昌马拉松由中国田径协

会认证，江西省体育局、南昌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南昌市

体育局、江西省田径协会以及赛

道沿途区政府（东湖区政府、西湖

区政府、红谷滩区政府）承办，江铃旗

下皮卡系列——大道汽车对本次比赛

进行冠名赞助，智美体育文化（浙江）有

限公司负责赛事运营推广。

本届赛事设有马拉松、半程马拉松、欢乐

跑三个项目，吸引了 3万名选手参赛，创下历届

南昌马拉松参赛人数之最。这些选手中，有参加

过首届“英雄马”的老朋友，也有慕名而来的新朋

友；有五湖四海的跑马爱好者，也有享誉国际的精

英选手。选手们从八一广场开跑，经过八一大道、红

谷滩区等区域，整条赛道体现了南昌红色、古色、绿色

的现代化城市风貌。一路酣畅淋漓，一路突破自我。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泰斯法以 2

小时 09 分 35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马拉松冠军，女子马

拉松冠军花落中国选手李芷萱，成绩是 2 小时 28 分

21 秒，两人分别打破南昌马拉松男女赛会纪录。当

泰斯法率先冲过终点线，现场全场喝彩，泰斯法兴奋

地与观众击掌互动，并与随后冲线的选手拥抱庆

祝。他表示，这是第一次来南昌参赛，能获得冠军且

打破“英雄马”赛会纪录非常开心。

同样第一次来南昌参赛的李芷萱，来自内蒙古，

曾夺得 2023 年杭州亚运会女子马拉松第四名、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子马拉松亚军，以及 2020 上海马拉松

女子冠军。

男子马拉松国内选手第一名为李波，成绩为 2

小时 11 分 23 秒，创造了他个人最好成绩。“南昌的赛

道太给力了，明年还要来‘英雄马’！”赛后，李波激动

地说。

奔赴热爱，一路向前。赛道内，选手们迈开矫健步伐

尽情奔跑，如浪潮般涌出，释放运动活力和激情。“这场马

拉松翘盼已久，大家都很期待在‘英雄马’的赛道上奔跑。”

南昌市民李军表示，“ 我坚持跑步已经多年，跑步让人身

心愉悦，我深深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并带动了

身边很多人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也希望更多人快乐奔

跑，健康生活。”

来自贵州的选手王武军又一次跑进了“300”，他高兴

地说：“这是今年第三次在全程马拉松比赛中跑进了 3 小

时，南昌就是我的福地。比赛后，我要带父亲一起逛一逛

南昌城，还要带他去看雄伟的滕王阁。”

“我爱‘英雄马’！”收获人生第 20 个女子全程马拉松

比赛，选手朱婷对“英雄马”赞不绝口，“赛道跑起来很舒

适，可以边跑边欣赏风景，沿途一直感受着南昌市民的热

情，跑起来动力十足。”

赛道和观众区仅相隔几米，观众的欢呼声、加油声不断，

选手们每一个“小动作”，几乎都能得到观众的热烈响应。

在阳明路，来自江西省直文化系统保育院的张萌萌、

张苗苗表演得特别卖力，她们与一群活泼的孩子跳起了舞

蹈《龙跃盛世》，充满欢乐与活力的表演为选手加油助威。

“我和两个女儿早晨六点半就到了现场，表演是一部分，更

重要的是让她们感受‘英雄马’的魅力，希望她们以后也能

积极参加运动。”张萌萌、张苗苗的父亲张学钊说。

跑一场马拉松，爱上一座城。南昌“英雄马”，因

赛事服务保障细心，让众多跑友爱上了南昌。据了

解，本次比赛共有裁判 230 名、官方配速员 56 名、医疗

跑者 86 名，他们都在为赛事保驾护航；同时，从南昌

各大高校、社会跑团招募了 3333 名志愿者。志愿者

经过通用培训和专业培训，为赛事提供礼仪接待、存

取包、检录、计时、补给站、安保、医疗救护等全方位的

志愿服务。

本次赛事共从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选派 277 名医

护人员投入赛事医疗保障，按照比赛路线、周边环境

及医院分布等情况，根据大赛路段风险等级，统筹安

排医护人员，共有 34 辆救护车、24 个医疗点和 60 台

移动 AED 点，力争做到力量部署适宜、专业搭配合

理、药品配备充足。

赛道沿途设置了多个补给站，补给有：香蕉、小面

包、圣女果、能量胶、盐丸、蜜橘等。考虑到当天气温

低，主办方在全马和半马完赛以后为选手准备了姜汤

热饮以及保温毯，创造了更好的参赛体验，提供了

更安全的赛事保障。

活力“英雄马” 激发全民健身热情

南昌“英雄马” 打造最暖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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