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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绿绿””成金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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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婺源风景美、生态好，没想到还能近
距离拍摄到鸳鸯，真是太惊喜了！”游客黄婉婷喜出
望外。近日，婺源县秋口镇王村月亮湾河畔，一群野
生鸳鸯在水面游弋嬉戏，距离满载游客的竹筏不过
10余米远，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抓拍。

在约 50公里外的婺源县沱川乡金岗岭村，村民
汪关金高兴地告诉记者：“白鹇这种原来在深山老林
里出没的野生动物，现在出门 20 多米就能看到，吸
引了不少四川、上海等外地游客前来拍摄。”

婺源之所以能成为众多野生鸟类理想栖息之
所，得益于当地人对生态保护的坚守与付出。据了

解，该县共有一线生态护林员 402名，组成全县护林
员网格 290个，形成了县、乡、村三级林长工作机制，
构建起了完善的巡林网络和体系。

在保护好一片青山的同时，该县坚持实施河长
制，呵护好一河清水。目前，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及地表水均达到二类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生态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前列。

2016 年 5 月，总面积为 1.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高达 93.3%的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立。保护区内有野生鸟类 35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鸟类包括蓝冠噪鹛、中华秋沙鸭、白腿小隼、鸳

鸯等 84种。近年来，该县率先在全省启动实施低产
低效林改造提升和“彩色森林”工程，逐步实现了

“绿起来”向“美起来”转变。同时，生态乡村不断升
级扩容，13个乡镇获评全国生态乡镇，全县森林覆盖
率达 82.64%。

生态“绿水”变经济“活水”。如今在婺源，良好
的生态环境不仅成为众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天堂”，
也带动了民宿、亲子游、农家乐等“观鸟经济”的蓬勃
发展。“生态+观鸟+旅游+研学”的新模式，让当地群
众端上“生态碗”，吃上“生态饭”，正成为当地新的经
济增长点。

2024年 12月 13日，婺源县秋口镇王村护林员俞细忠（左）正在察看古树名木

挂牌保护情况。

2024年12月13日，工作人员正在打捞水面漂浮垃圾。

2024年11月13日，在婺源县篁岭景区，白墙黛瓦的传统徽派民居与良好的

自然生态环境相得益彰，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024年6月7日，两只蓝冠噪鹛正在觅食。

2024年12月12日，两只野生鸳鸯踏水起飞。

2024年12月12日，两只白腿小隼正在嬉戏。

每到年终岁末，玻璃幕墙的保养清洗
工作便成了城市维护的重要一环。漫步
在南昌市红谷滩金融商务区，抬头望去，
时常能看到几名高空作业者，凭借绳索在
楼宇间“飞檐走壁”，对建筑的玻璃幕墙进
行清洁。

南昌市红谷滩区绿地双子塔，高达
303米，是目前江西最高的建筑。从塔顶
俯瞰，高楼鳞次栉比、车流如织，南昌市的
繁华景象尽收眼底。2024年 12月 15日早
晨 7时许，陈朝远和工友们搭乘货梯来到
绿地双子塔 A2 座顶楼，开始了一天的清
洁工作。

38岁的陈朝远来自湖北恩施，是上海

灏隆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外墙清洁工人，
从事这项工作已有 10多个年头。长期的
户外作业让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但他的眼
神中依然透露出对这份工作的坚持与热
爱。开工前，他和工友仔细检查安全绳、
工作绳，清点装备，坐到“滑板”上连接绳
索，然后翻越护栏，沿着 303米高的幕墙小
心翼翼地移动。他们手持工具，细致地擦
拭，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将污渍和灰尘
一一清除。

从楼顶到地面，陈朝远和工友每人负
责清理两列幕墙。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辛
勤劳作，玻璃幕墙焕然一新。“做这行需要
经过严格的专业技术培训和考试，取得相

应的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陈朝远说，
“虽然高空作业很辛苦，但这份工作能带
来不错的收入。自己挣钱养家的同时，还
能让城市环境变得更美丽，这让我特别有
成就感。”

如今，陈朝远来南昌工作已有 3年，他
说南昌是一座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城市，人
们很友善，在这里工作很顺心。说着，他拍
了拍身上的灰尘，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

高空劳动者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守护
者，更是城市形象的塑造者。他们的身
影，如同一个个勇敢的舞者，在蓝天白云
之间，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为城市“颜值”
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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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5日中午，陈朝远（左）和工友毛泽宏（中）、童应颖对南昌市绿地双子塔玻璃幕墙进行清洗。

工人们在完成幕墙清洗工作后，收回绳索。

2024年 12月 15日傍晚，陈朝远在绿地双子塔 A2楼顶的钢结

构边缘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