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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人”的接力帮扶让
脊柱侧弯女孩挺直了背

COP15 在现场

中国妇女报COP15报
道组 发自昆明 10月11日
下午3∶00，《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开
幕式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

新闻中心作为传播大会
声音的核心区域已经全面开
放。在这里，随处可见与
COP15 大会主题“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相
关的精心设计。

在媒体公共工作区，配
备了中英文双语操作系统，
让参会的中外媒体记者自主
选择更加便捷的工作方式。
而工作区内的LED大屏，将
播放主会场和新闻发布厅的
实况视频公共信号、大会宣
传片以及各类会议信息和服
务信息。

在新闻中心，一幅长达
12米的工笔重彩画尤为吸
睛。在这幅工笔画中，汇集
了绿孔雀、滇金丝猴、亚洲象
等40多种西双版纳和高黎
贡山地区的珍稀动植物。

在这里，另外一道风景
线就是汇聚着青春力量的志
愿者，其中，大部分志愿者为
女性。他们穿梭在咨询台、
媒体公共工作区、会议室、新
闻发布厅等区域，为中外记
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记者 肖婷 周玉林 周
志飞 王恒 杨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皇英

不久前，李继明第二次走进昆明市晋
宁区大东河湿地，拍摄有着“凌波仙子”

“水中凤凰”之称的水雉。之前的“五一”
假期，他来回奔波一千多公里，只为拍到
黑顶蟆口鸱和长尾夜鹰。“这鸟很稀有，
拍到了就是幸运。”

身为妇联人的李继明11年来一直用
他的镜头记录着滇池生物多样性。

李继明，昆明市晋宁区妇联工作人
员，一名摄影爱好者，尤其爱拍鸟类，因
此也是云南省野鸟协会会员。他时常与
鸟类爱好者一起拍摄、研究、普及鸟类知
识、环保知识，是昆明市晋宁区知名度颇
高的“自然鸟类专家”。截至目前，他在
滇池边拍摄到152种鸟类。

保护鸟类，其实也是在保
护我们自己

2021年7月17日，李继明作为专家之
一，在“探奇多样性 昆明大不同”春城生物
多样性之美全民打卡活动中，为参与活动
的家庭介绍了白鹭、小鷿鷈、黑水鸡等常见
鸟类。最近，他拍摄的水雉、彩鹮被展览在
昆明统一战线网站“COP15生态文明 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专栏上。

此前，李继明就已经在爱鸟护鸟宣传

鸟的路上走了很久。在拍摄之余，他还
经常向滇池水域的村民宣传如何保护水
鸟，并举报了几十起捕鸟和伤鸟事件，亲
手解除了几十张捕鸟网，营救了数十只
珍稀水鸟。2021年3月31日，李继明在
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拍摄鸟时，发
现有一只刚孵化出来不久的小绿头鸭被
困在一个废弃的捕鱼地笼里，急得在笼
内乱撞，母鸭也在周围叫唤。由于没有
装备，他就马上报警求助于昆明市公安
局晋宁分局森林警察大队。经过森林警
察的解救，被困的小绿头鸭被放回湿地。

“保护鸟类能保证生态链不致断裂，
鸟类是农林害虫的天敌，且在维护大自
然生态平衡方面也是‘功绩卓著’。”李继
明笑着说，“保护鸟类，其实也是在保护
我们自己。”

身为妇联人和巾帼志愿者的李继明
经常组织志愿者在滇池附近捡垃圾，保
护滇池生态环境，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还滇池环境一片“绿”。每年，他还组
织开展很多亲子活动，向参加活动的家
庭普及鸟类知识和环保知识，想用自己
微薄的力量，一点点促进着滇池周边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当被问到是什么让他在爱鸟护鸟的
路上坚持这么久时，他说，滇池边的各种
水鸟是一种生动的点缀，而湿地就是鸟
的天堂，因为有了这些水鸟的存在，湿地
才有诗意，滇池治理的成果也才有最直
接的体现。

少年时那个关于拍鸟的梦想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晋宁人。”李继明

笑言，童年、少年时期就与小伙伴在滇池河
道捞鱼摸虾、入滇游泳，见证了滇池的变
化。常常去滇池边玩耍的他，习惯于观察
滇池的各种鸟类。长大后，发现很多小时
候在滇池边看见的鸟类都消失了，而一些
陌生却又惊艳的“面孔”又不断进入他的视
野。这个发现让他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
不用拍摄的方式，把看到的鸟类都记录下
来呢？于是，一颗关于拍摄鸟类的种子，在
李继明心里悄悄种下。

2008年，李继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
了第一台相机，在滇池边拍摄进入他视
野的鸟类。慢慢地，他对这些鸟类的体
形、繁殖、迁徙、分类、生活习性等如数家
珍。对鸟类倒是了解了，但只会“自动
档”的他，对自己的拍摄技术还不够满
意，于是又自费到省城昆明学习摄影。

加入云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鸟类
专业委员会后，李继明通过不断的切磋交
流和学习，他的摄影技术也越来越精湛，也
让他拍摄滇池鸟类的路越走越远。

用镜头记录滇池生物多样性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李继明这一拍，

就拍了十几年。这期间，他的相机，从一
台变成了三台，镜头，也从一个变成了五
个。为了拍鸟，在上班前两小时，下班后
三四个小时，李继明都会在滇池边走一
走。每每拍到新的鸟类，李继明都能开
心好久。妻子也会在他拍鸟的时候送去
饭菜，甚至给他扛三脚架，陪着他在拍鸟
的路上奔走。

11年间，李继明在滇池南岸拍到了斑
尾塍鹬、彩鹮、草鹭、紫水鸡、白眉田鸡、翻
石鹬、棉凫、金框鸻、栗喉蜂虎等上百种野
生鸟类，还拍到了白眉鸭、灰雁、普通秧鸡
等在滇池消失了几十年的鸟类。

在他拍摄到的各种野生鸟类中，不少
是濒危鸟类。特别是他首次记录到的青
头潜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
物种，堪称“鸟中大熊猫”。而他拍摄到
的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的
斑尾塍鹬更是云南省首次记录，他也是
云南省唯一一个拍摄到斑尾塍鹬的人

一次拍鸟时，看到水雉的他激动不
已。为了找到更好的拍摄角度，李继明
不顾早春三月清晨滇池水的冰冷，直接
脱了衣服裤子跳进水里，一点一点向要
拍的鸟慢慢隐蔽接近……就这样，一张张
照片被拍摄下来，一种种出现在滇池周
边的鸟类，也渐渐被人们知道。

“这几年滇池一年比一年美，湖滨生
态变好了，吸引了大量野生鸟类迁徙途
中休息、进食及越冬。”说起见证着滇池
的生态变好，李继明的脸上露出了欣慰
的微笑。

当被问起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
情时，李继明说，“有一次去拍鸟时偶然
遇到几千只灰头麦鸡一起迁移，场面很
壮观，也很震撼。突然在那一刻意识到
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渺小，也更加意识
到，除了拍摄鸟类以外，作为妇联人更应
该为保护好滇池、保护好云南的生物多
样性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保护滇池生物多样性这条路上，李
继明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他说，“保护滇
池没有终点，我会继续向前，追寻小时候
的那个梦想，去寻找心中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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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姬烨
王梦 李丽）在北京冬奥会即将迎来倒计
时100天之际，北京冬奥组委与各利益相
关方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制定疫情防控政
策与运行方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努力
为广大运动员提供一流的竞赛场地和赛事
服务，创造良好的参赛体验和参赛环境，更
加细致周到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早在申办冬奥会时，北京申冬奥代表
团就提出了“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
展、节俭办赛”的三大理念。而在具体筹
办过程中，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也贯
穿始终。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北京冬奥组委
针对运动员群体，科学制定防疫政策。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
春介绍说，按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赛时标准，要求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应
接尽接”，即鼓励和提倡所有运动员接种
疫苗；接种疫苗的运动员和少数通过医
学豁免的运动员可在入境后直接进入闭
环；所有入境人员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
与社会面完全分开。

随着北美职业冰球联赛（NHL）球员
很有可能参加北京冬奥会，冰球无疑更受
关注。而将举办大部分男子冰球赛事的国
家体育馆也将处于聚光灯下。国家体育馆
场馆常务副主任雷鸣表示，疫情之下虽是
闭环运行，但是与运动员有关的服务水准
不会降低，而且此时更需提供有温度的人
文关怀。

为了保证最佳冰面质量，国家体育馆
聘请了有三届冬奥制冰经验的世界顶级制
冰师，各方面配合愈发默契。冰球比赛与
其他项目有所不同，需要组委会为每支球
队配备队陪，这一角色肩负着队伍与冬奥
组委和国际技术官员沟通的重任。为此，
冬奥组委专门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等
高校招募了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研究生，
确保沟通顺畅。此外，按照赛事惯例，冰球
是唯一需要在场馆内为运动员、裁判员提
供洗衣服务的冬季运动项目，比赛服、内
衣、毛巾等加在一起约九万多件。为此，场
馆专门设立洗衣房，并有专人对接，努力做
到疫情下尽量减少接触。

冰球比赛的另一个场馆是五棵松体育
中心，这也意味着相关器材要在两个场馆
之间移交与搬运。为此，场馆的物流、体
育、安保等团队多次连夜演练，每一环节，
包括护具消杀，都有相应措施，确保器材装
备及时到位。

作为冬奥北京赛区运动员和随队人员“赛时的家”，北京冬
奥村秉承“绿色办奥”理念，采用国际领先的“健康建筑”金级标
准设计建造，可为居住者提供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此外，北
京冬奥村高度重视无障碍建设，开发无障碍智慧服务平台，赛时
可通过手机App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路线导航。客房内，灯
具、空调、窗帘可使用App或智能控制面板控制，家具摆放经过
科学规划，务求实用、好用。

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场馆业主运行保障团队正在
北京冬奥组委等单位指导下，持续深化场馆设备运行、赛道制冰
修冰、塔台播报、医疗救援、运动员接驳等保障工作。据悉，目
前，长1975米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已完成制冰，并通过技
术手段将各区域冰温误差控制在0.1摄氏度内。随着赛道修型
养护工作推进，赛道正以更优形态接受新一轮测试。

越野滑雪是北欧滑雪运动中最原始和最受欢迎的运动方
式，其中长距离比赛项目有“雪上马拉松”之称，赛道线路长，运
动员比赛时间长，是典型的耐力项目。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位于
冬奥张家口赛区，该场馆的竞赛副主任崔英波表示，从场馆设计
之初，就贯彻了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场地的专用停车场、试
蜡区、热身赛道、训练赛道、打蜡区、更衣室、休息室都围绕在比
赛场地核心区附近，流线合理、通行顺畅，从而缩短了各功能区
之间的通行路程，节省了运动员在比赛之外的体能和时间；从打
蜡房到训练场地还专门铺设了雪道，运动员不用提着雪板走过
去，而是可以轻松地滑过去。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表示，北京冬奥会就
在眼前，全球的运动员可以继续为了奥运梦想全力以赴。“我们
已经做好准备欢迎全世界优秀运动员相约北京，再一次用奥运
激情点燃全世界！”

中国妇女报COP15报道组 发自昆
明 10月11日下午，《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滇池国
家会议中心开幕。

开幕式上，埃及环境部长、COP14主
席亚斯敏·福阿德致辞，并选举生态环境
部部长黄润秋为COP15主席，随后两人
进行了主席交接。

“我们站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全世界能够

共同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承
诺，达成共识。让COP15的一小步，成
为共建生命共同体的一大步。”黄润秋表
示，COP15的顺利召开离不开COP14和
公约缔约方及秘书处的辛勤工作，在新
冠肺炎疫情面前，全人类需要反思人与
自然的关系。

在开幕式致辞中，《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高
度赞扬了中国为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所采取的行动。穆雷玛表示，在中国和
世界范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非国家行动
者参与度大幅提升让她深受鼓舞。她同
时感谢中国选择世界上文化和生态最为
多样化的地方之一作为会议地点。

此外，在COP15 开幕式上，作为中
国少数民族代表，哈尼族女孩史小月向
与会嘉宾介绍了哈尼族千百年来构建的
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农耕文明奇迹——红
河哈尼梯田。“河狸公主”北京林业大学初

雯雯作为青年代表发言，通过向与会嘉
宾分享与小伙伴们保护河狸的故事，表
达了中国青年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坚
定态度。

据悉，此次会议将确定2030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制定“2020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同时，举行生态文
明论坛等活动，关乎2050年实现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共同愿景。
（记者 王恒 周玉林 周志飞 杨娜 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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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王春雪一家三口的低保批下来了！
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湖北省襄阳市妇联得到

消息，在省、市妇联和基层妇联的接力帮助下，身患脊柱侧弯
畸形的襄阳女大学生王春雪不仅成功接受了手术，挺直了背，
而且，从今年10月起，王春雪一家三口还可以领到低保。

18岁的王春雪是襄阳广播电视大学枣阳分校的学生，身
患脊柱侧弯畸形。父亲因意外于2019年去世，母亲患有癫痫
病，需长年吃药，无劳动能力，弟弟正在襄阳市三中读高中。
目前，一家人租住在枣阳市环城街道。

2020年6月，王春雪把家里的困难以及自己的病情反映
到了湖北省妇联，希望能够得到救助，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
应。襄阳市妇联在接到湖北省妇联转发的求助信后，第一时
间上门核实王春雪家的情况，并向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
会申请救助金。随后，湖北省妇联将帮助王春雪一家作为替
困难群众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之一，开始多方协调，争取让王
春雪早日接受矫正手术。

在湖北省妇联的协调下，武汉协和医院专家为王春雪进
行了会诊。2020年6月26日，襄阳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为王
春雪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矫正手术，手术费用共计8万多元，
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提供了4万元的救助金。

做完手术的当天，湖北省妇联主席李述永专程到医院看
望了王春雪，鼓励她要放宽心，加强营养，注意休息，早日康
复。今年春节前夕，李述永再次到枣阳看望王春雪，为她送去
了新春祝福。出院回家后，当地妇联也多次慰问看望了王春
雪。今年8月24日，襄阳市妇联为王春雪送去了慰问金，鼓励
她乐观面对生活，遇到困难及时反映。

“以前，我的背是弯的，根本直不起来，手术后腰背都能够
挺直了，和大家一样了，我很高兴。”康复后的王春雪表示，妇
联组织的关心帮助给了自己康复的决心和信心。

除帮助申请办理低保外，当地妇联组织目前还在积极联
系厂家帮助王春雪母女用手工制品加工方式居家就业，以协
助其家庭解决燃眉之急。

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
治理的治理的““昆明时刻昆明时刻””开启开启

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开幕。这是开幕式上的云南民族特色演出。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用镜头记录滇池生物多样性，11年拍到152种鸟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