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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已进入冬季的温泉县
气温仍在下降，新疆北鲵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站负责人纪晓伟和同事正通过
远程微波视频监控大屏，查看保护区里
新疆北鲵的一举一动。

给新疆北鲵宁静的家园

自2013年12月调入管理站工作，
纪晓伟便和新疆北鲵结下了不解之
缘，“不管再忙，我脑子里都惦记着它
们，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像婴儿一样，需
要人类用心用爱呵护，才能健康安全
长大。”

新疆北鲵，又名“中亚北鲵”，前肢四
指，后肢五趾，形状像婴儿的手指，背部
深灰色中带淡黄，腹部是白色，身体湿润
黏滑，属于水陆两栖动物，也叫“娃娃
鱼”，主要分布于温泉县西部山区博尔塔
拉河水系上游的支系中。

“新疆北鲵是距今3.5亿年的孑遗
物种，主要生活在温泉县境内海拔两
三千米的高山泉水溪流中和湖泊浅水
处，属于极危物种，目前野生种群数量
突破3000尾。”纪晓伟说，随着对新疆
北鲵了解的深入，我对它们产生了特
殊感情，“尤其是这几年湿地保护的加
强，看着新疆北鲵数量慢慢增加，有了
宁静的家园，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

豪。”
在纪晓伟的笔记本电脑里，分类存

放着关于新疆北鲵的各种资料，“这些资
料很宝贵，在新疆北鲵保护方面，新疆师
范大学科研专家团队和保护区的管护员
功不可没。”

“新疆北鲵之母”有了接班人

作为新疆北鲵的再发现者——王秀
玲在新疆北鲵保护方面起到了奠基和助
推作用。

据王秀玲回忆，1989年9月，时任
新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教授
的她，在温泉县捷麦克沟重新发现了新
疆北鲵，于是立刻向学校报告，学校成立
了新疆北鲵课题研究中心，她带领团队
一边到实地考察研究，一边申请新疆北
鲵保护与人工繁殖基金。1994年，经过
大家齐心协力，温泉县建起100平方米
室外人工驯养繁殖场，新疆师范大学建
起室内水泥饲养池。

“30多年来，我们团队调查的面积
有2500平方公里，找到6处新疆北鲵栖
息地，为了让孵化水温达标，我搬来了家
里的制冷设备，又往池子里放冰块，定期
给小北鲵捉蚯蚓，最后人工孵化成功
了。”王秀玲说。

新疆北鲵人工孵化成功，让王秀玲

的科研团队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也为拯救和保护新疆北鲵奠定了
良好基础。“1996年到1997年，我们与
广东省中山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浙
江省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研究表
明，新疆北鲵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趋
于灭绝，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王秀
玲说。

随后，新疆北鲵保护受到了政府部
门重视，1997年，自治区级新疆北鲵自
然保护区成立。2016年，温泉县委投资
700多万元，建设集科普、研究、宣传、教
育为一体的新疆北鲵科研宣教中心。
2017年，新疆北鲵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退休以后，王秀玲将该项工作的“接
力棒”交给了学生袁亮博士，他正带领团
队致力于新疆北鲵人工繁殖和种群保护
以及基因组学等方面的研究。如今，这
支科研团队已成为保护新疆北鲵的一支
新生力量。

“‘新疆北鲵之母’王秀玲教授，还有
保护区的管护员们都在用一己之力，保
护着新疆北鲵。”袁亮说。

人工与科技的共同守护

冬花就是一名管护员，记者见到她
时，她正在医院照顾丈夫。“我也放心不

下新疆北鲵，20多年来，它们就和我的
孩子一样，守着心里才踏实。”冬花感慨
道，她隔两天就从医院回保护区一趟，看
看新疆北鲵。

67岁的冬花把家安在了管理站，
每年4月，冰雪融化，大量牧民回迁牧
场，如果牛羊误闯保护区，就会伤害到
藏在石头下的新疆北鲵，驱赶牛羊就成
了冬花巡逻中的一项任务，平坦的地方
骑摩托车，车辆无法进入的地方就
骑马。

“新疆北鲵的视力差，它们到了陆地
上经常迷路，阴雨天更是找不到家。”冬
花说，特别是繁殖季节，它们习惯在石头
下产卵，到岸边找食物，遇到牲畜踩踏石
头，这些小生命就会遭殃。

2016年，温泉县对新疆北鲵栖息
地实施退牧还草还湿，引牛羊下山，建
围栏、修水渠，安装界碑、警示牌、远程
微波视频监控等系列防护工程，加大生
态修复与治理力度，建立新疆北鲵科研
宣教中心，成立新疆北鲵人工孵化展示
室，“人们通过大屏就能看到它们的生
活状况，免去了人为干扰。”纪晓伟说，
目前，人工孵化出200余尾新疆北鲵用
于科研，今后他们会继续做好保护工
作，用爱心和责任守护好每一尾新疆
北鲵。

他们用爱和责任守护着新疆北鲵
□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白素君

本报博乐讯 （记者孜丽亚尔·居来
提、曼热帕） 13日，自治州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暨志愿服务专题培训在州
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研究培训专家、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研究培训专家、广东省团
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谭建光受邀
授课。

培训中，谭建光就如何开展好新时
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创新等问题，围
绕如何增强文明实践“四有特色”、如何
破解文明实践“三个难题”、如何把握文
明实践“三大要素”、如何提升志愿服务
项目管理实施水平等方面，结合案例进
行了详细的指导。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授课内容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知识，又
有脚踏实地的实践经验，为与会人员做
好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路径。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白慧说：“通过培训，我受益颇多，之前
工作中遇到的困惑也得到有效解答。今
后，我们将学以致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办得更丰富，打造符合辖区实际的
志愿服务品牌，吸纳更多志愿者加入团
队，更好为辖区居民服务。”

此次培训以视频的方式开展，在各
县市设分会场。各县市党委宣传部分管
领导，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宣传
办、文化站负责人，2023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自治区、自治州示范点的负
责同志，各县市州级及以上文明单位、文
明村镇、文明校园相关负责同志，各县市
融媒体中心分管负责同志近 400 人
参训。

自治州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暨

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举办 本报精河讯 （记者段吉祥 通讯
员张健霆） 近日，备受瞩目的枸杞冰
淇淋，率先在精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上市，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点名购买。“听说这里新上了枸杞冰
淇淋，专门和朋友来瞧瞧，准备多带
几盒回家。”消费者马雪儿现场品尝
过后，直言枸杞冰淇淋杞香浓郁、口
感细腻、清甜香醇，可谓新疆版的“哈
根达斯”。

据了解，该款冰淇淋由霍尔果斯

市新疆新赞食品有限公司研制，以枸
杞原浆、牛奶和甜菜糖为原料，在延
续伊犁手工冰淇淋浓郁香甜的基础
上，辅以枸杞，上市后，以其本身的营
养价值和独特口感，赢得消费者
青睐。

“枸杞冰淇淋是团队历经3个多月
研发的，为调试最佳口味，团队严把质
量关，反复调试用料配比，最终达到了
理想口感。”企业研发负责人梁康介
绍，枸杞冰淇淋的创意，是考虑到枸杞

本身自带“消费流量”，企业希望在口
味创新上突破，因此促成了和精河县
合作。

“枸杞冰淇淋在引领时尚餐饮
文化的同时，填补了本地市场的空
白，促进了消费。”精河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及跨境电商负责人马
树军表示，产品将通过线上和线下
的枸杞冰淇淋形象店、各大冰淇淋
实体店同步销售，共同打开消费
市场。

精河县

枸杞冰淇淋上市

解放思想敢担当 真抓实干有作为
勇当“博阿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引擎”

（上接第一版）立足局部、胸怀全局，立
足当下、谋划长远，立足全面推进、体
现重点突破，系统谋划明年工作，谋深
谋透谋清重大任务、重大产业、重大项
目、重大举措，确保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王贵驷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好其世界观
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转变思想观念，坚决
摒弃工作中的惯性思维、固化模式，大
胆设想、积极探索；科学把握经济运行
的本质问题和特殊规律，善用数据资
源提升形势研判精准度；围绕把口岸
经济做大做强，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发
力点，拓展实践路径，释放优势潜力，
全面提升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王贵驷强调，要转变作风、真抓

实干。牢记责任使命，强化政治担
当，着眼国家所需、博州所能，坚持口
岸引领拉动，大力实施通关能力效率
双提升工程，加快口岸关键基础设施
和智慧口岸建设，全力保障国家能源
资源大通道、国际贸易大通道安全畅
通。深刻把握自治区、自治州党委部
署要求，充分发挥口岸区位和进出口

“富矿”资源优势，以深入推动“博阿
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着力点，
积极发展贸易、物流、仓储和进出口
落地加工产业，加快促进口岸通道经
济向落地经济、综合区域型经济转
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口岸政
策延伸，整合各县市招商资源，推进
优势互补、多领域合作的联动招商，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塑造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强化项目投资拉动作用，谋
划一批前瞻性、长远性、基础性重大

项目，把握好建设时序和项目的关联
性，实现口岸通关效率、枢纽能级和
落地加工能力提升，进一步巩固提升
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加强
高水平专业化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服务效能，
持续强化法治保障，积极培植财源、
涵养税源，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
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
革、高质量发展。统筹用好援疆资源
力量，充分发挥援疆机制优势，主动
做好产业、项目、招商引资沟通对接，
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助推口
岸高质量发展。阿拉山口市党委要
压实主体责任、凝聚合力，协调联动、
同频共振，确保口岸发展各项措施落
地落实见效，奋力推动全州经济高质
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