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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负责鸟类数据监测的赤山湖
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保护部工作人员周
宜祥来说，冬季也是一年之中最忙碌的
时节。自从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建成
后，周宜祥一直负责鸟类观测工作，他
并不是科班出身的鸟类研究者，但工作
需要，让他的生活轨迹与观鸟逐渐密不
可分，并喜欢上了观鸟。

1 月初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周宜
祥拿上长焦望远镜，驱车到达内湖月
亮湾。这里远离公路，有芦苇遮挡，大
水面岛屿点缀，十分适合鸟类栖息。
周宜祥架好望远镜，连接手机，点开拍
摄界面，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群苍鹭，
但其中有一只与众不同的灰色大鸟，
身形修长，头颈后部雪白，身体大部分
为浅灰色，翅尖与尾部为深灰色，眼周
皮肤裸露。灰色大鸟时而凌空盘旋，
时而水边漫步，时而草间觅食，时而掠
过湖面，体态十分优雅，有种“飘飘欲
仙”的感觉。周宜祥判断它应该属于
鹤类，但不确定其具体品类。随后，他
请来自然摄影师范明进行拍摄与鉴
定，确认这是一只白枕鹤亚成鸟。目
前，白枕鹤在全球范围内不足万只，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评估为极危物
种，在我国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被誉为“国宝级”珍禽。

这是工作人员首次在赤山湖国家
湿地公园观测到白枕鹤。白枕鹤也成

为赤山湖自 2019 年开展连续监测以
来，记录到的第197种野生鸟类与第4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赤山湖野
生鸟类种类数是湿地公园创建之初的
2倍。

走进公园，水草丰茂，生态良好，成
群的斑嘴鸭、鸬鹚、苍鹭等野鸟结队从
头顶飞过，野趣十足。身处其中仿佛可
与自然交融，可与天地对话。由于生态
环境的改善，已经绝迹多年的菱角、芡
实等多种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重现赤
山湖，野生鱼类也在快速恢复和繁殖。
为了吸引和保护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
工作人员在赤山湖畔保留了一大片原
生态养殖的稻田，收获之余还可以供野
生动物饱腹。

近年来，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坚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施生态
环境监测系统提升、鱼类增殖放流、本
底资源调查等湿地保护恢复项目工
程。建立多个鸟类观测站点，配备专业
观鸟设备，培养鸟类观测“土专家”，每
日上传监测数据，为赤山湖生态的科学
保护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为保障湿地生态安全，全力阻止
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发生，湿地公园
组建了一支 9 人的队伍进行不间断巡
查。为防止偷钓者的出没，巡查队员
每天 6 点到岗到位，围绕湿地公园开

展巡查与保护。“喂，你好！湿地公园
内不允许钓鱼。请收好钓具赶紧离
开！”像这样的经历，在巡查员的巡查
日志上，一天会出现十几次。除了环
湖巡查，他们还及时劝阻私设地笼、倾
倒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联系相关管理
部门打击猎杀鸟类、电鱼网鱼等违规
违法行为。监测保护部负责人说：“巡
查队就像是湿地保护的前哨，根据巡
查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监测系统的各
项数据指标，我们组织人员清理垃圾，
开展‘清网’行动，清除水草，从而走上
良性循环管理轨道。”

2月28日8点整，“巡护员”杨同奎
开始一天的巡查工作。经过赤山湖国
家湿地公园十几年的建设管理和不懈
的科普宣传，使得周边群众保护湿地、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明显增强。杨同
奎从小在赤山湖畔长大，学校毕业以后
留在村里搞草虾养殖。当看着自家门
前的这片水域从养殖鱼塘变成生态湿
地，从“门可罗雀”到“候鸟翔集”，他由
衷地为家乡感到自豪，同时也希望能为
家乡的生态保护出一份力。去年7月，
赤山湖与周边四村签订了共建共管协
议，并面向周边村民招募“巡护员”，杨
同奎踊跃报名，成为一名兼职“巡护
员”，负责东湖村与赤山湖环河交界区
域的湿地资源巡查管护及野生鸟类监
测工作。随着村级巡护员的加入，赤山

湖湿地巡护队成员由原来的 9 人增加
至50人，巡查和监测范围扩大，管护力
度有所增加，进一步夯实了湿地保护的
群众基础，同时引导周边群众从生态资
源的索取者转变为保护者。

除了帮助周边村落进行水环境治
理、联合村民开展湿地巡查管护，赤山
湖在湿地公园实施绿化养护、生态修
复、外来入侵物种整治、旅游设施修缮
等项目时，也会优先聘用周边村民，让
他们主动加入保护队伍中来，努力探索
湿地保护与村民增收的“双赢”之路，为
推动赤山湖全民治理、全域治理打下坚
实的群众基础。

作为秦淮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全球候鸟的迁徙通道，赤山湖国家湿地
公园始终坚持秉持“还自然一个自然的
状态”的理念，为不同生物营造了更加
适合的栖息环境和更加完整的
生态系统。积极开展湿地
修复与保护工作，多措
并举营建优质生态环
境，实现了生态惠
民，书写出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新
篇章。

（马孟枭 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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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一云 李翔 古瑾）
下调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建立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国谈药

“双通道”管理省内异地就医刷卡
直接结算……记者从3月1日召开
的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获悉，
市医保局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持续
发力保障民生。

2022年，镇江医保稳中求进推
改革，一着不让破难题，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交出了一份高
质量的民生答卷。今年，市医保部
门将全面贯彻落实《江苏省医疗保
障条例》及任务清单，推出一系列惠
民便民举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在
医保领域的获得感。

全市将进一步健全保障制度
体系。巩固全民参保成果，对灵活
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费率下调 1%，做好特殊人群
的参保登记和动态管理，加强重复
参保治理。推动制度成熟定型，精
准落地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
助制度等多项新政，落实“乙类乙
管”后医保待遇政策，积极推动三
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促进多层
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推动“江苏
医惠保1号”和“镇江惠民保”参保
扩面和落地惠民。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医
保部门今年推出的民生大课题。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市将学
习融合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全面开
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制定
全市实施方案和细则，完成长护险配
套政策、经办合作、场所建设等工作，
增进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福祉。

实施基金监管安全规范年行

动。市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健全完善
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清单，
推动监管方式创新，在市区所有定
点零售药店上线高清音视频监控系
统，守护好参保人员的“救命钱”。

深化医保重点改革，更大力度
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市医保
部门将深入实施DRG/DIP支付方
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复合式
多元支付方式改革。深化药品耗
材招采制度改革，常态化制度化开
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动各
层级、各批次药品耗材集采落地，
让参保群众用得上用得起更多质
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在提升信息化标准化水平上，
今年将建设镇江市医保数据中台，
为全市医保经办管理及大数据决
策分析提供信息支撑。全市还将

持续开展医保信息编码深化应用
和数据治理，确保各项国家编码在
我市全面应用。推广医保移动支
付、电子处方流转等在定点机构端
的应用，方便群众就诊购药。

今年，市医保部门还将对医保
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全面落实“15分
钟医保服务圈”三年全覆盖行动计
划，实现村（社区）覆盖率达到80%以
上，推广帮办代办服务，完善“医保便
民药店”运行机制，切实提升基层用
药可及性。同时，优化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推进国谈药“双通道”
管理省内异地就医刷卡直接结算，
全面落实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异地结
算等新政策，持续开展“周六我在
岗”“中午不打烊”延时服务，规范
12393医保服务热线运行，进一步提
升全市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的质效。

下调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全市推出医保领域系列惠民举措

本报讯（张宇杰 陶铵 张燕）3月 1
日，京口区中山路中心幼儿园的党员教
师代表和四个园区的部分幼儿一起走
进天王镇戴庄村，来到赵亚夫爷爷身
边，一同开展“从小学先锋，我们爱劳
动”的主题活动。

活动中，党员教师和孩子们一同参
观了赵亚夫事迹馆，通过聆听讲解、观摩
学习、参观史料及欣赏丰富的照片展示，
了解赵亚夫的先进事迹。随后，小朋友
们走到赵亚夫爷爷身边，好奇地向其提
问：“爷爷，您每天在田野劳动多长时间
啊？”“爷爷，您每天在田野劳动，累不累
啊？”童稚的话语，表达了孩子们对赵爷
爷的敬爱之情。赵亚夫寄语孩子们：从
小要树立理想，爱学习，爱劳动，在生活
中多实践，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通过听赵亚夫爷爷讲田野里的故
事，了解他的事迹，小朋友们纷纷表示要
以赵亚夫爷爷为榜样，刻苦学习，增长本
领，坚定理想目标，不负未来，努力做祖
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

3月1日，为增强辖区内女性同胞的幸福感，丰富文化生活，戴家
巷社区联合丁卯派出所民警开展“普法宣传护巾帼 温情压花制灯烛”
活动，民警向辖区女性同胞们宣传《妇女权益保护法》，社区志愿者和
社区居民在社区广场一起动手制作压花台灯，此次活动提高了社区居
民的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 刘蕙敏 王晓芳 马镇丹 摄影报道

王某成、蔡某香使用禁用渔具、
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案

案情回顾：

2022年7月19日凌晨4时50分，句容农业和公安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王某成、蔡某香（2人系夫妻关系）
在通江河道句容大道河 1公里外的水域捕鱼，随即将
当事人和渔获物带到下蜀派出所开展进一步询问调
查，并对渔获物、渔具和船舶进行了打捞清理和现场
勘验。案发当日清查出当事人用于捕捞的地笼网 57
张（网目尺寸为5mm）、钢质渔船1艘（挂4马力汽油机
1个，配有划桨1对），渔获物15.14kg（虾、杂鱼等）。

以案释法：

此案件系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开展以来，我市查获
的唯一一起退捕渔民在通江河道非禁渔区非法捕捞
案件。案件当事人王某成、蔡某香二人系夫妻关系。
2022年6月以来我市接到多起针对当事人的非法捕捞
举报，反映当事人将捕捞的小鱼小虾在菜市场销售，
在当地和退捕渔民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接到举报
后句容市高度重视，在农业、公安和其他退捕渔民的
共同努力下，最终在捕捞现场将当事人抓获。经查
明，当事人自 2022年 4月起，在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
情况下使用地笼网在上述水域进行非法捕捞，所得渔
获物通过在镇上摆摊零售卖给周边居民，违法所得
2956元。依据《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
款，地笼网属于禁用渔具，王某成、蔡某香使用禁用渔
具、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
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句容市农业农村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及《渔业行政处罚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
十九条，对当事人作出没收15.14kg渔获物、57张捕捞
网具、1艘钢质渔船、2956元违法所得及罚款10000元
的行政处罚。

特别提醒：

随着长江禁捕执法监管力度的加大，禁渔区内
的非法捕捞行为逐步减少，而通江河道禁渔区外的
使用禁用渔具捕捞行为成为了一种非法捕捞隐患。
农业、公安等部门重点加强了对此类案件的查处与
宣传教育，有力震慑了非法捕捞分子，也对其他退捕
渔民起到了以案说法的效果，切实维护了长江禁捕
秩序稳定。 李浩 高站 周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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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镇江三院肝科党支部组织“肝霖”志愿者服务队走进镇江实
验幼儿园，为幼儿及其老师讲授手足口病预防知识，引导幼儿从小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潘锋 王呈 摄影报道

预防手足口病知识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