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市密云区爱鸟护鸟“娘子军”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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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党的十
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
告显示，2021年，我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比 2012 年累计降低
26.4%，年均下降3.3%，相当于节约
和少用能源约14亿吨标准煤。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累计降低36.2%，年均下降4.9%，工
业节能效果明显。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生产结构
加速转变，清洁能源占比持续提
升。2021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达到11.2
亿千瓦，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
为47%。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
机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

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发
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的
占比持续上升。2021年，天然气占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达6.1%，
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比重上升到
20.3%。

能源消费清洁低碳加快推进。
2021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
重由2012年的68.5%降低到56%；石
油占比由17%上升到18.5%；天然气
占比由4.8%上升到8.9%；一次电力
及其他能源占比由 9.7%上升到
16.6%。 （敏稳）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司长王晨阳近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透露，我国已有42项非遗项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王晨阳表示，目前国务院已公
布了五批155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五批
3062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支持对1805名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记录。截至
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各
地设立非遗工坊 2500 余家，其中
1400余家设立在脱贫县。 （胡珍）

十年来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年均下降 3.3%

我国有 42 项非遗
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关机不断电，待机能耗莫忽视
很多家庭都有这种体验，家中无人、电器全

关，却仍收到用电缴费提醒，究竟是谁在“偷
电”？其实，家里电器即使没有使用，电表可能
仍然在走。比如，多数家庭的空调几乎全天待
机，这个不起眼的待机习惯会每月走掉好几千
度电。

专家介绍，空调、路由器、电视机、机顶盒等
家用电器，即使不使用，只要不拔下插头就依然
会耗电，这被称作待机能耗。与电器在使用中
产生的有效能耗不同，待机能耗是一种不易被

发现的“隐藏的浪费”。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供电公司客户经

理李恺指出，大多数家庭都不会留意待机状态
下的电力消耗，比如，机顶盒正常工作时功率为
15.48瓦，待机时功率为15.2瓦左右，也就是说
机顶盒待机和正常运转所耗电量相差无几，若
一天待机15个小时约消耗0.2度电。一部待机
功率12W的路由器，如果每日待机时间15小
时一天待机能耗是0.18度电，一年下来就要耗
费65.7度电。还有，空调待机功率为1.1瓦左

右，台式电脑待机功率为3.5瓦左右，电饭煲待
机功率为2.5瓦左右，油烟机待机功率为2.2瓦
左右，按家庭常见电器计算，一户家庭平均每天
的待机能耗约0.86度电；如果将一直运行却未
使用的电热水器等大能耗电器加入，一户家庭
每日浪费的能耗可达到1.52度电。综合来看，
即便按照每户日待机能耗0.2度电计算，一个
500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按 190万户家庭
计），全年待机能耗近1.39亿度电。他建议，应
分季节和频次把不常用电器插销拔掉，减少电

能损耗。
此外，不少公共建筑空调温度设置较低，会

议室、大型办公区等无人状态下空调常开等现
象普遍存在。山东建筑大学研究员田崇翼表
示，我国建筑能耗在全国能源消耗中占比超过
20%，其中公共建筑能耗占全部建筑能耗的
40%。“节约用电”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需要实
际行动。专家指出，减少不必要的待机能耗浪
费，可以引导人们养成节能生活方式，减少煤炭
消费，降低碳排放。 （澜欣）

2021年10月12日，我国正式
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
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第一批国
家公园，开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新篇章。一年来，首批设立的国家
公园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长江正源、黄河正源区域正式
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范围，生
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得以提
升，藏羚羊、藏原羚、藏野驴等野生
动物数量大幅增长。大熊猫国家公
园，将原分属73个自然保护地、13
个局域种群的大熊猫栖息地整合连
成一片，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
72%得到有效保护。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畅通虎豹跨境迁徙通道，东北
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达到50只
以上、60只以上，“虎啸山林”得以
重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雨林
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近两年新
增3只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
增加到目前5群36只。武夷山国家
公园，将江西武夷山区域正式纳入
保护范围，近三年新发现物种达到
14个，实现了对武夷山自然生态系
统以及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整
体保护。

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唐小平介
绍，我国编制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方案》，遴选出50个左右的国家公
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
积的10%，将保护中国最具代表性
的生态系统和80%以上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据了解，目前，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区和黄河口、秦岭、南岭、羌塘、卡拉
麦里等12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正在
积极开展创建工作。下一步，我国
将在青藏高原构建国家公园群，积
极、稳妥、有序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
公园体系。 （宋雪）

首批国家公园设立一周年
我国生态保护取得新进展

本版插图：小丽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 吴敏

“北京雨燕为啥能穿越大半个地球？”“鸟类
的林中音乐会上谁是‘黑管手’？谁唱‘咏叹调’？”

“鸟儿的过境或驻留喜欢什么样的栖息地？”……
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清水河畔
的“爱鸟之家”被北京科普游子自然科考团的小
队员们包场了，孩子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自然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观鸟和生态调查活动。

大鸨、白枕鹤、黑脸琵鹭、小鸦鹃、沙丘鹤、鹮
嘴鹬……深秋来临，浩荡的候鸟穿越山川湖泊，落
脚在密云这片山水相依之地栖息、补给。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驻足密云水库岸边，跃入眼帘的
是一派清水绿岸、万鸟翔集、美景绵延的景象。而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啾啾鸟鸣、燕语呢喃的背后，活
跃着一支生态保护“娘子军”，她们就是密云“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爱鸟护鸟的巾帼志愿者们。

密云野生鸟类居北京之首有404种，
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站

鸟类是大自然的精灵，鸟类的数量、种类可
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数。候鸟就像“风向
标”，鸟变得越来越多，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正持
续向好。

如果将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比作
鸟类迁徙的高速公路，那么密云区就是候鸟迁徙
途中重要的补给站。据悉，有“天然氧吧”之称的
密云区是北京市区域面积最大、湿地面积最广的
区，森林面积15.61万公顷，林木绿化率75.3%，
湿地面积1.9万公顷（占全市湿地面积31%），每
年都会有大批迁徙鸟类过境驻留。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各种鸟
类提供更加适宜的繁衍生息生存环境，密云区政府
打造了“一头、两翼、多点”的鸟类生物生境带。一
头：不老屯鸟类栖息地；两翼：清水河生态观鸟带，潮
河湿地生境恢复带；多点：观鸟点、观鸟平台、监测
点。同时启动天鹅湖栖息地修复项目，使生态密云
成为天鹅、鹤类等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科学保护
示范区，成为重要的鸟类保护研学基地。20年间，
密云野生鸟类数量从141种增加到404种（北京市
共有503种野生鸟类），位居全市之首。2021年，密
云区在北京率先完成野生动植物本底调查，全方位
多角度摸清辖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底，共有哺
乳动物5目18科42种、鸟类21目61科404种、两
栖爬行类动物3目8科25种。

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密云近两年已陆续
在库区、北部山区、河北交界处等重点区域安装
了200余台远红外相机，野生动物肇事补偿金也
从2008年的每年补偿59.35万元增长至2021年
的每年补偿98.74万元。同时，密云区园林绿化
局在野生动物救护新机制上进行了有益探索，率
先尝试与社会力量合作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人
手不足、救护不专业等问题。截至今年7月，密云
区共救助野生动物28种35只，其中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红隼、灰林鸮、雕鸮等7种14只，市级保护
动物戴胜、普通鸬鹚等14只。密云这张生态名片
正以多姿的模样徐徐展现。

爱鸟护鸟“娘子军”：巾帼力量闪耀生
态保护公益事业

深秋的密云水库山水相映，鸟儿时而从浩渺

水面轻盈掠过，静美与灵动相互交融。“作为一名
喜欢摄影的‘60后’女性，2018年夏季在太师屯
清水河偶遇白天鹅，让我从此爱上了鸟声鸟影；
2020年加入密云‘爱鸟观鸟守望群’后，我便正式
参与到密云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事业中，自此快
乐徜徉在生态密云的绿水青山间，做着自己喜爱
的事。”李爱宏告诉记者。

北京市密云区疾控中心的李爱宏，在工作之
余积极投身于生态保护公益事业。自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便经常在“爱鸟护鸟
守望群”中常态化推送疫情防控措施以及不同季
节高发疾病的预防知识。2020年6月的一天，李
爱宏在密云滨河公园散步时幸运用相机捕捉到
了白喉林莺小巧亮丽的琉璃色身影，自此白喉林
莺在密云有了首次记录。

在密云目前404种鸟类记录中，光李爱宏记
录的就达200多种，而她仅是密云区生态环境和
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一个缩影。作为密云区爱鸟
协会和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
力量，这支近百名的爱鸟护鸟生态保护志愿者队
伍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女性。

刘春兰是密云水库上游清水河畔太师屯镇
东田各庄村一位淳朴农妇，也是这支生态保护

“娘子军”中的一员，多年来她已经与上百种鸟类
“面对面”，拍摄了十几万张观鸟照片，不少照片还
获得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北京”的优秀作品
奖。同时，她也被密云区园林绿化局吸纳为爱鸟
观鸟监测员。

刘春兰对记者谈及她7年的鸟类监测员经历
时神采奕奕，“一开始我拍摄只是喜欢欣赏各类
鸟，谁知竟然乐在其中，其中也经历了各种辛
苦。记得一次冬天冒着大雪去清水河观测天鹅，
待观测结束后大雪已落满全身……但无论酷暑
严寒，因为热爱我便乐此不疲，我还会继续为绿
色北京、生态密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用心打造“爱鸟之家”，志愿者们以身
作则积极宣传践行爱鸟护鸟

密云区北庄镇朱家湾村紧临清水河，其优美
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鸟类聚集，也吸引了众多鸟
类爱好者到这里来观鸟赏鸟。碧水源农家院的
女主人王雪芬就是爱鸟协会一名巾帼志愿者和
区园林局的鸟类观测员，她对记者说：“在与游客
们交流时，我会向他们介绍清水河湿地的鸟类资
源、鸟的迁徙、生活习性以及一些爱鸟护鸟知识，
如今我家已成为鸟类爱好者们交流学习鸟类知

识的一个驿站，大家在这里分享拍摄技巧、交流
鸟讯、分享护鸟知识。”

活跃在不老湖畔的不老屯镇学各庄村“观鸟
驿站”的主人王树军，则被称为“库北鸟导”。2020
年他被区园林局选为鸟类监测员，仅两年多时间
已向密云区园林绿化局鸟类监测系统录入17目
49科188种900次18000条有效观鸟数据。在与
拍摄者交流时，他总能如数家珍地道出活动在不
老屯地区的猛禽、攀禽、涉禽、游禽、陆禽、鸣禽的活
动线路和迁徙时间，引导慕名前来的拍鸟爱好者
观测到鹗、鹰、鹤、鹬、雁等优美的“舞姿”。王树军
还打算积极协助政府将不老屯打造成水源保护与
生物多样性发展有机结合的科普体验基地，吸引
更多人来此拍鸟、拍星河、拍风景。

家住密云城区的鸟类监测员、退休教师袁森
林，也一直为鸟儿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忙
碌。他散步时发现上河湾小区附近公园内一棵
玉兰树上住着一窝白头鹎幼鸟后，便每天数次去
查看幼鸟的生长情况、是否有天敌侵袭，还不厌
其烦对在树下嬉戏打闹影响到白头鹎育雏的孩
子们进行劝阻。

9月28日，密云区环境生态保护宣传与推广
中心工作人员分别为王雪芬和王树军的“爱鸟之
家”授牌揭牌。微光成炬，巾帼志愿者和鸟类监
测员们多年的观察与拍摄，不仅为密云区鸟类数
据的记载积累了大量素材，也为鸟类名录的发布
提供了参考数据，极大促进了鸟类保护工作。比
如，密云区出版的《百鸟图集》中展现鸟类迁徙和
生息美好瞬间的照片，全部来源于志愿者们平时
的捕捉和采集；同时还依托相关数据梳理出密云
区的鸟类富集区、重要栖息地、重要越冬地等线
索，为今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政府相关决策提供
了有力支撑。在日常观鸟拍摄中，志愿者们还及
时发现并救助受伤受困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积
极协助园林、水务等部门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及时制止多起森林、河道内乱砍滥伐、撒网捕
鱼等不文明行为。

这些年，活跃在密云大地上的这支爱鸟护鸟
巾帼志愿者队伍早已成为生态保护中不可或缺
的力量，无论在清水河湿地、潮白河畔，还是密云
水库的库区内，都会经常闪现她们的身影。她们
用脚步丈量着密云的山水，用相机记录着鸟儿的
栖息与繁衍，用心用情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着
一己之力。从冰雪消融鸟儿归来，到繁衍期的重
点保护，她们时刻心系鸟儿的平安与健康，同时
也感受着自己的价值所在，她们把自己喜爱的事
变成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环保新探索新探索

环保生活生活

绿色观察观察

清水河畔，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讲解鸟类知识

正在拍摄的爱鸟护鸟巾帼志愿者李爱宏

密云野生鸟类居北京之首密云野生鸟类居北京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