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杜鹃
●特征：体长约32厘米。雌雄同色。头顶、枕部

及后颈呈暗银灰色。背部暗灰色，腰呈蓝灰色。尾羽
黑色，杂以黑褐色的横纹。腹部近白而具黑色横斑。

●分布及习性：洛阳夏候鸟，全市可见。栖息于
山地及平原的树上以及村庄附近。叫声为“布谷——
布谷——”。主要以昆虫及其幼虫为食。无固定配偶，
也不自己营巢和孵卵，而是将卵产于东方大苇莺、麻
雀、灰喜鹊、北红尾鸲等鸟巢中，由这些鸟替它育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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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洛龙

保护鸟类，期待德治法治并举

禁猎 所有野生鸟类全面禁猎

近年，我市林业生态和水生态建设的
“加法”、环保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减
法”，共同支撑着我市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鸟儿在城市的“回归”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最佳见证。

为进一步加强鸟类资源保护，防止乱
捕滥猎，2014年，在全省统一部署下，我
市首次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有
关实施办法，决定在全市范围对所有野生
鸟类实行禁猎，禁猎期为 2014 年 2 月 1
日至2019年1月31日。

“禁猎期间，除科学研究、疫病防控、
保障航空安全等特殊情形外，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对猎捕鸟类的行政许可申请一律
不予审批。”市森林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凡
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猎捕鸟类
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
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德治 从我做起爱鸟护鸟

“通过道德建设，让全社会形成爱鸟护
鸟的风尚尤为关键。”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洛阳管理处副处长秦向民表示。

我市森林、湿地资源广布，本土鸟资源

丰富，又处在候鸟迁徙中线，是野生鸟类
重要的迁飞通道、迁飞停歇地、越冬地、繁
殖地和栖息地，每年仅迎来送往候鸟就有
数十万只。

近年，为增强公民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每年4月21日至27日被设定为我
市的“爱鸟周”，每年10月为“野生动物保
护宣传月”。活动期间，市林业部门会组
织鸟类图片展、知识竞赛、普法宣传、野生
动物知识进校园等活动，吸引全市成千上
万的群众参与。目前，“爱鸟周”和“野生
动物保护宣传月”活动已经成为我市野生
动物保护的品牌活动和人们亲近自然、向
往自然、享受自然的著名生态文化活动。

“尊重和保护野生动物,既是一种生
态道德,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现，更
是建设最佳宜居地的题中之意。”秦向民
说，希望更多人能从自我做起爱鸟护鸟，
自觉抵制伤鸟陋习，为鸟儿守好一片天。

法治 完善立法加大保护力度

目前，我国针对野生鸟类保护的法律
主要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等。

随着法治社会和生态建设步伐加快，
我市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案件不断减少，
但仍然面临不少困境。

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负责人
坦言，目前，我国法律对野生鸟类的保护
措施并不完善。现行的法律主要针对珍
贵和濒危野生动物，对普通的“三有”（有
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
生动物的违法裁定并不明细。

对此，市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一方面多头管理、多头执法存在弊端，
另一方面野生动物的价值本身很难判断，
导致处罚裁量很难操作，从而不利于野生
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希望我市能加强地方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为鸟类保护提供更全
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法规，让保护工
作有法可依。 本报记者 白云飞

炎炎夏日的洛河湿地，成群结队的
白鹭沿河边觅食，继而展翅翱翔蓝天。
唯美的画面背后，是我市把生态建设放
在发展的优先位置带来的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诚然，生态建设必不可少。但面对
捕杀、贩卖、嗜食野生鸟类的陋习和违
法行为，在注重公民道德教育的同时，
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和严格执法也不容
忽视。

“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
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
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
子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
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这是鲁迅
先生笔下对少年闰土雪地捕鸟的讲述，表
现的是故乡劳动人民艰辛生活中一个难得
的美好场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捕
鸟已不再是追求美好生活，而成了破坏美好
生活。地球上鸟类、兽类物种，从公元 1600
年到 1800 年灭绝了 25 种，从公元 1800 年到
1950年灭绝了78种。人类步入工业社会后，
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高了 1000
倍！有专家认为，到2050年，地球上有一半
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

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的不幸。
生活在北美洲的旅鸽，在19世纪初还成千上
万，最后一只野生旅鸽于1900年被射杀，地
球上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旅鸽于1914年9月
1日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动物园死去。1947年
5 月 11 日，美国威斯康星州为旅鸽立碑，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鸟类是显示生物多样性的优良指标，是

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国际上早已高度重
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包括保护鸟类。1992
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
展大会，15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保护生
物多样性公约》，我国是签署国之一，对保护
全球生物多样性负有重大责任。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已施行多
年，为了保护鸟类，我国还设立了鸟类的自
然保护区和禁猎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要挽回地球已
经遭受的破坏为时已晚，但是，着手维护我们
尚存的一切，时不我待”。人，如果摆不正与
大自然的关系，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其实，人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就是在伤害
你自己，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和其他生灵之
间。打鸟者，住手吧！

伤害鸟类，
就是伤害你自己

王社民
认识一下您身边的鸟儿

昨日上午，记者在位于洛阳会展中心的
中国洛阳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城项目现场看
到，整个项目的装修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数十
名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理、清洗装饰设施和物
件，打扫场馆内卫生。古色古香的门楼、工艺
精美的雕窗、造型独特的洛阳宫灯、灵动飘逸
的丝带，使该产业城散发出浓烈的“洛阳味”

“历史味”“艺术味”。
中国洛阳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城项目依托

洛阳会展中心副一楼建设，总建筑面积
20000余平方米，由洛阳汉风国际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预计6000万元，
规划建设艺佰文化艺术购物中心、上海自贸
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深圳名人蜡像公园、台
湾精品文创区、非遗文化长廊等10大功能专
区。项目功能定位以文化艺术市场为核心，
商贸购物、文化旅游娱乐等为延伸。

据介绍，该产业城预计 9 月初投入运
营。目前，该产业城已与国内最大的文化集
团——雅昌文化集团、北京故宫博物院、深圳
名人蜡像集团和台湾50余家文创企业等签
约，强强联合运营该产业城。届时，两年一届
的“世界汉字文化艺术节”及“走进故宫、把故
宫带回家”大型文化主题活动将在这里隆重
举行。我市居民和中外游客将在这里享受到
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中国洛阳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城项目的建
设，是今年洛龙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
又一力作。

今年，洛龙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全面
推进名副其实副中心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和
布局，抓住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和
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机遇，依托深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新区城市建设优势，坚持
规划引领、招商推介和项目支撑，打造洛龙特
色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洛龙城市文化形象，努
力构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映成辉的文化
产业发展新格局。

强特色，叫响洛龙品牌

洛龙区充分发挥关林、白马寺、汉魏故

城、隋唐城遗址等诸多世界级历史文化资源
的优势，积极研究、策划、包装、推进一批有洛
龙区域文化特色的项目，着力打造底蕴厚重、
特色鲜明、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名区。

打造白马寺佛教文化园项目。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28.35亿元，围绕“释源祖庭，佛教圣
地”主题，对白马寺寺院周边区域进行环境
整治、功能提升，将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打造
成为洛阳国际旅游文化名城重要名片、汉魏
故城文化展示重要窗口、国际佛教文化旅游
目的地，形成以白马寺为核心，白马寺周边及
汉魏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洛古城、神州
牡丹园、平乐牡丹画产业园等文化旅游产业
高度集聚、联动发展的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

打造隋唐里坊文化产业园项目。目前，
隋唐里坊文化产业园主要谋划实施了正平
坊、天街改造和大唐南市3个项目。正平坊
项目总投资2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最具洛阳
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目前正在积极稳妥推
进征迁工作；天街改造项目目前已经完成规

划设计和包装策划，正在对外推介招商，计划
2016年正式启动实施；大唐南市项目，总投
资30亿元，主要是建设唐韵风情古街文化旅
游产业，目前已经与陕旅集团签订了框架性
合作开发协议，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打造牡丹文化产业项目。洛龙区不断完
善神州牡丹园功能，提升档次，扩大影响；助力
发展李学武牡丹瓷文化创意园区，提升牡丹瓷
工艺设计研发能力，实现牡丹瓷产业规模、产
业拉动能力跨越式增长；引导郭爱和三彩艺扩
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档次、拉动周边产品开
发，形成较为完整的服务链条。该区还鼓励文
化企业生产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反季
节牡丹鲜切花、牡丹瓷、牡丹茶、牡丹画等特色
文化商品，集中展示、销售，打造洛龙文化品牌。

促融合，拓宽发展路径

洛龙区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积极探索文
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努力

促进文化产业与商贸服务、休闲娱乐、生态建
设、特色农业、美丽乡村等融合发展，实现文
化产业“浓缩历史、传承文化、提升品位、扩大
影响，促进产业发展”的功能。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与商贸服务融合发
展。该区推动实施泉舜财富中心特色文化街
区、体育场酒吧一条街、宝龙水系步行街、正
大城市广场、世贸文化主题酒店、豪生商务酒
店等一批都市产业项目，发展都市文化旅游
产业。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与休闲娱乐融合发
展。该区积极谋划、引进和实施河洛古城、香
港梦幻水世界、八里槐伊河生态文化产业园、
名木树雕博览园、丝绸之路国际商务产业园、
龙门文化旅游健康生态园、香龙湾国际休闲
旅游度假产业园等一批产业项目，打造休闲
文化旅游产业。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与生态建设融合发
展。该区围绕八大生态工程建设，大力发展
龙门西山生态游、伊河两岸生态游；围绕太阳
雨、阳光、国豫、双赢高科等农业园区，开发采
摘和观光项目，培育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
发展。该区将现有103个村庄分为城市建设
型、城郊改造、环境整治、美丽乡村等4个类
型，通过分类推进村庄整治，实施文化改造和
提升，构建一村一景、一村一品，建设具有洛
阳元素、帝都印记的文化乡村。

重谋划，蓄足发展后劲

为增强文化产业发展后劲、提升文化产
业发展水平、强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谋划，洛
龙区筹划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发展资源，谋划
投融资平台，努力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区到文
化产业强区的转变。

一是成立专门机构。该区坚持硬件和内
涵两手抓，筹划成立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在
全区范围内选拔优秀干部，并不断充实文化
产业专业人才，深度研究和谋划文化产业，促
进文化产业可持续性发展。

二是整合各类文化资源。该区聘请专

家和学者修订完善全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对全区分散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
合，深入挖掘我区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把
现有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利用好邵雍、
苏秦、白居易等历史文化名人资源，打造新
的文化旅游亮点。

三是拓宽融资渠道。该区在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建立完善可持续投资机制，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
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
进行投资和经营，强化市场对文化产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形成上下联动、多元投入、
多方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拓宽该区的文化
产业发展空间。

优环境，完善发展机制

为强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洛龙区成立
“文化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宣传、文
化、旅游、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

该区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1000 万元，印
发《洛龙区区级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管理使用
细则》，对重点项目、重要文化品牌等给予扶
持，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转变行政职能，放宽
市场准入，简化审批程续，建立完善的进入
和退出机制，吸引企业、个人、社会团体等参
与兴办文化企业，努力构建全社会办文化的
格局。

强化服务保障，建立“一站式办理”制
度。该区安排专人对落地的文化产业项目全
程协助办理各类证照，使企业快速完成前期
工作；建立重点企业跟踪联系服务制度，区级
领导定期深入企业实地调研，现场办公，全面
掌握重点项目建设动态及服务企业的具体情
况，了解企业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
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和难题，推动文化
产业项目健康、持久发展。

今年以来，洛龙区先后实施在建或竣工
文化旅游项目7个，总投资185亿元；重点谋
划跟踪项目9个，总投资165亿元。

本报特约记者 苟华云 通讯员 孙哲
文/图

发挥优势 突出特色 推动融合

洛龙区文化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 大天鹅
●特征：体长约 120 厘米至 160 厘米。雌雄同

色。全身羽毛雪白，头部略带棕黄色。嘴基部黄
色，端部黑色，脚为黑色。幼鸟羽色呈灰棕色，嘴
呈暗肉色。

●分布及习性：洛阳冬候鸟，偶见于黄河、洛河
和伊河湿地。主要以水生植物的根茎和种子等为
食，有时也捕捉昆虫和蚯蚓等小型动物。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本报记者 赵佳/文 杜卿/图

■ 鸿雁
●特征：俗称大雁。体长约88厘米。雌雄同色。

上体灰褐色但羽缘皮黄。前颈白，头顶及颈背红褐，前
颈与后颈有一道明显界线。腿粉红，黑且长的嘴与前
额成一直线。雄鸟上嘴基部有一疣状突起，雌鸟不明
显。幼鸟上体灰褐色，上嘴基部无白纹。

●分布及习性：洛阳冬候鸟，偶见于黄河湿地。
常成群活动，行动极为谨慎小心，稍有惊动随即而飞。
多在傍晚和夜间到麦地、豆地觅食农作物。

■ 中华秋沙鸭
●特征：体长约58厘米。雌雄异色。雄鸟头和颈的上

半部黑色，具绿色金属反光，头上具厚实的黑色羽冠。上背黑
色，下背、腰与尾白色，翅有白色翼镜。下体白色，体侧具黑色
鳞状斑。雌鸟头棕褐色，羽冠棕褐色。上体蓝色，下体白色。

●分布及习性：洛阳冬候鸟，见于黄河、洛河、
伊河和汝河湿地。主要以鱼类为食，还吃蛾及甲虫
等。多在缓流深水处潜水觅食，捕到鱼后先衔出水
面再吞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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