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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3月4日电（记者 董雪）记者从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上海为改善野生动物生
存和繁衍条件，已建成22个野生动物栖息地，在提升
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解野生动
物、接受自然教育的场所。

来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华漕吴淞江鸟类栖息
地，鸟儿啾啾，水清岸绿。这里实施了生态修复项
目，着力改善周边河道水环境，现在监测记录到鸟类
40种，比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前增加了8种。

在上海市奉贤区，针对上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狗獾在上海濒临灭绝的情况，十余年来，相关生态
林地开展了三轮狗獾引入。目前新栖息地内狗獾活

动频繁，已有繁殖行为。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介绍，保护野生动物

的关键是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22个野生动
物栖息地连同上海全市11处自然保护地和13块市
级重要湿地，编织起了一张保护大网。包括闵行区
吴淞江鸟类栖息地、松江区叶榭獐极小种群恢复与
野放栖息地、东滩湿地公园扬子鳄种群恢复栖息地
在内，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多聚焦上海本土物种，采取
了生态修复、物种重新引进等举措。

与此同时，这些栖息地也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重要载体，定期举办观鸟、科普展示、自然宣
教等活动，邀请公众和志愿者参与。

上海建成22个野生动物栖息地

共抓大保护，全省一盘棋。3月1
日起，依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实行钱塘江、瓯江、椒江、甬江、苕溪、
运河、飞云江、鳌江等八大流域禁渔
期制度的通告》，2024年浙江八大水
系统一禁渔正式启动。其中，苕溪、
京杭大运河干流实施全年禁渔，其他
水系禁渔时间统一为3月1日0时至
6月30日24时。

今年是浙江八大水系开展统一
禁渔的第三年，目前，八大水系土著
鱼类资源总量有所增长，鱼类种群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浙江省淡水水
产研究所有关负责人透露，自2022年
首度统一禁渔以来，钱塘江个别江段
鱼类总尾数已增长超六成，资源量增
长四成，瓯江口刀鲚、棘头梅童鱼等
重要经济种类生物量也有 10.2%和
5.8%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钱塘江流
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松江
鲈资源日益得到恢复，消失 30 多年
的“水老虎”鳡鱼也再次出现在苕溪
流域，并恢复形成完整的区域性种
群。“肉食鱼类鳡鱼位于水生食物链
的最顶端，它的回归，代表着整个生
态系统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呈现出
整体性恢复的良好势头。”省淡水水
产研究所有关专家表示。

“禁渔期间的资源养护工作，我
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引
导渔民减船转产；另一方面，就是重
要土著鱼类的增殖放流。”浙江省农
业农村厅渔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透露，2023年禁渔期内，全省累计开
展执法行动3510次，查扣涉渔“三无”
渔船459艘，同时，增殖放流各类以鱼
类为主的水生生物苗种近 43 亿尾，
远超原定 20 亿尾的目标，其中包含
了松江鲈、香鱼、刀鲚等八大水系指
示性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等重要水
生生物的专项修复放流。“今年我们
将持续增殖放流，总投放目标保持在
20亿尾的规模。”该负责人表示。

为巩固修复成果，记者了解到，
今年八大水系禁渔期间的执法监管
将更为严格。接下来，浙江各地将进
一步建立健全渔政、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持续推进形成
水上打、陆上管、市场查的执法合
力。同时，强化社会监督自治机制，
充分发挥民间护渔力量，构建群防群
治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建立巡查、暗
访的反馈机制，畅通举报渠道。

其间，各地各级执法部门对重点
水域、交界水域、违规高发水域，将加
大巡查检查力度，在重要江段组织开
展禁渔专项执法活动，始终保持严管
重罚的高压态势。同时，还将针对刀
鲚等重要经济品种，加强开展从捕捞
源头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管理，严厉
打击禁渔期各类非法捕捞、非法销售
行为，斩断黑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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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八大水系
全面进入禁渔期

一头獐在松江区叶
榭獐极小种群恢复与野
放栖息地奔跑。

3月3日，游人在南京梅花山游玩。
眼下，江苏南京梅花山上各色梅花竞相绽放，吸引

游人前来赏花拍照，享受美好春日时光。
来源：新华社

越剧《新龙门客栈》、电影《长安三万里》、综艺
《种地吧，少年》、国风博主“送花姑娘”、“一菜一早”
特色农贸市场、艺术村长项目……3月5日，杭州市
西湖区举行文创大会，现场公布了“2023年十大文化
热点现象”。

目前，西湖区文化企业数量近2万家，实现增加
值215亿元，在中国文化产业百强区中排名第四位。
创新、创造和创意是西湖区文化发展的关键词。大
会现场发布的文化产业“大礼包”就是最好的诠释。

西湖区将扶持重大题材主题创作，重点聚焦院
线电影、网络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网络微短剧、综

艺、网络综艺等类别，最高补助500万元。
同时，对广播电视艺术、舞台艺术、视觉艺术、文

学、电影、游戏等六大类别进行创作扶持，最高补助
20万元；面向影视、设计、动漫游戏等三大类人才，突
破学历、年龄等方面限制，最高补助8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对符合条件的人才，西湖区择
优推荐至英才计划评选，最高给予1000万元创业启
动资金、500万元创业贷款贴息、3000万元科创直投
基金投资，并在安家补助、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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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区送出文化产业“大礼包”

江苏南京：梅花山上花烂漫花烂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