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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新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5日正式公布。在全部
保留原名录所有物种的基础上，新名录新
增517种（类）野生动物。豺、长江江豚等
65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一级。

记者5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
农村部了解到，这是我国根据野生资源变
动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32年来首次对名
录进行大调整。

新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 980种和 8
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
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
类。其中，686种为陆生野生动物，294种
和8类为水生野生动物。

与原林业部、农业部1989年1月14日
首次发布的名录相比，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明显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新
增517种（类）野生动物。其中，大斑灵猫等
43种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狼等474
种（类）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新名录将豺、长江江豚等65种由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熊猴、北
山羊、蟒蛇3种野生动物因种群稳定、分布
较广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
二级。据了解，2003年和2020年，我国已
分别将麝类、穿山甲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将
依法依规切实做好名录调整的过渡衔接工
作，依法规范猎捕、人工繁育、出售、购买、
利用等活动，对已经合法从事相关物种人
工繁育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做好指导、帮助，
维护其合法权益。

两部门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依照
新名录所列物种的自然分布区落实地方政
府责任，确保其种群及栖息地安全，严防乱
捕滥猎野生动物及破坏栖息地行为，并严
格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决
禁止滥食及非法交易野生动物活动。

图为2017年3月16日，中科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在鄱阳湖都昌水域对江
豚进行体检。 记者胡璐 黄垚

已过农历小年，李志俊并不着急备年
货。

“现在天天像过年，缺啥了随时镇上
买。”他忙着招呼客人，乐滋滋地端出一盘
红彤彤的苹果。

陕北农村重年味，过去一过腊八，家家
户户杀猪宰羊，做油馍、炸麻花，忙得不亦
乐乎。现在，当地村民大多不慌不忙。这
份从容，源于日子的宽裕，得益于眼前的红
苹果。

“去年园子是第二年挂果，产量不算
大，但也赚了 3万多元。有钱了心里就
不慌。”刚刚摘掉贫困帽的李志俊笑着
说。

李志俊今年65岁，家住延安吴起县。
过去，这里生态脆弱、土地贫瘠，农民广种
薄收、生计艰难。上世纪末，吴起县在全国
率先启动退耕还林，沟沟峁峁披上了绿
装。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全县因地制宜发

展起10万亩山地苹果，带动帮助贫困户发
展苹果产业。从此，每到挂果时节，吴起果
香四溢。

小苹果铺就脱贫路。如今，作为全国
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延安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左右来自苹果。通过政
府帮扶，全市1.58万户贫困户，拥有11.9万
亩果园。

洛川县槐柏镇两坑村农民陶七斤，过
去种小麦和烤烟，只能“勉强吃饱肚子”。
后来，家里种了24亩苹果，去年苹果卖了
54万元。仅有170户人家的两坑村，家家
种植苹果。

陶七斤家敞亮的窑洞里，彩电、冰箱等
现代生活电器一应俱全。院子里停着2辆
轿车，他和儿子一人一辆。春节过后，他还
打算去城里给儿子买套房子。

“苹果就是我们长在地里的‘铁庄
稼’。”陶七斤说。

近年来，延安围绕小苹果不断书写大
文章。

延安市市长薛占海介绍，他们正探索
推行苹果产业“后整理”，在分级分拣、冷藏
冷链、品牌营销等环节上下功夫，延伸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让群众在全产业链上增
收，参与“后整理”的贫困户人均增收超千
元。

在洛川县“王掌柜农业”公司，全自动
分拣线如照CT一般，可以快速为每个苹
果拍摄24张照片，依据外观、糖度、硬度
等指标进行精准分拣，客户可实现个性化
定制。这样的智能选果线，延安已建成
103条，果农从过去的“称斤卖”转为“论个
卖”。

长期困扰果农的“果丰伤农”现象也得
到扭转。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路树国说，
延安冷气调库储存能力已达到147万吨，
可实现“四季卖”，避免了价格大起大落。

借助互联网东风，延安苹果走向海内
外。

在洛川县的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
司，每天都有公司职员进行网络带货直
播。公司总经理习张喜说，企业去年网络
订单超过70万单，销售额过亿元，多数产
品销往北上广深等地高端市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延安果
农还收到越来越多的全球订单。2020年
末，搭乘冷链车的20吨洛川苹果出现在意
大利水果市场。截至目前，洛川苹果已出
口到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阿联酋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延安苹果总产量突破370.4
万吨，创历史新高。

一座“苹果之都”在黄土高原加速崛
起；一个个红彤彤的“小苹果”，带给陕北百
姓红火火的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储国强陈晨李浩

豺、长江江豚由二级提升至一级

延安：“小苹果”点亮日子“火火火”

2月5日凌晨1时，芜湖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的员工
周昌，正在用红外测温仪在该站进行熄灯巡视，仪器屏幕
的亮光伴随着他的脚步在设备间“穿行”。一个小时后，他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钻进了工程车里，在巡视记录的结
尾写上了一行字：“设备运行正常。”

这是芜湖供电公司基层员工开展春节前电力保障工
作的一幕。2021年的春节，留在芜湖过年的务工人员增
多，电力保障要求相比往年更高。为了让江城百姓安心过
年，芜湖供电公司早自1月上旬超前谋划和部署，针对重
点设备、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全力提升保电

质量。
以芜湖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专业为例，1月以来，该专业

人员累计出动近400人次，对芜湖供电公司63座枢纽变
电站已经开展3轮特巡和熄灯巡视。芜湖供电公司变电
检修人员及时跟进消缺，并针对冬季容易出现的高压GIS
开关漏气等隐患开展了一次专项治理行动。

春运工作早已启动，相关供电设备和线路也是芜湖供
电公司的保障重点。1月以来，芜湖供电公司针对芜湖地
区“三跨”及宁安高铁、京福高铁、商合杭高铁供电线路强
化运维巡视，消除隐患53项。

除了变电站和线路通道，芜湖供电公司人员的身影也
频频出现在芜湖市与民生用电相关的重点区域和单位。

张华俊是万达广场安全管理工作主要负责人，他介
绍，该广场今年春节人流量预计比往年更多一些，用电压
力也更大。正当张华俊盘算着如何确保经营用电质量和
安全的时候，芜湖供电公司电费室彭志伟和市场室徐军等
人的到来，让他直言“轻松不少”。

“我们将对你们的配电设备和线路开展巡视，之前我
们已经去了3家商业综合体了，节前我们计划完成全市5
万平方及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上门检查‘全覆盖’。”在
万达广场配电房里，彭志伟一边检查，一边介绍。

事实上不只是商业综合体，1月以来，芜湖供电公司人
员围绕民生用电需求，对部分老旧小区供电线路开展了专

项安全检查；提前完成我市火车站西广场待投运供电设备
的装表接电工作；对芜湖市防疫定点医院、防疫集中隔离
点和防疫用品生产企业安排专人开展保电工作；联合和成
矿业部分重要用户开展了雨雪冰冻灾害反事故演练。

“目前，公司春节‘保电战’已经进入白热化，我们现在
最担心因极端天气引发电网故障，290余位抢修工作人员
和51辆专用车辆保持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了应对恶劣
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芜湖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党支部
书记夏友斌介绍道。

记者 奚璟 通讯员何煜于思宇胡毅文/摄

芜湖供电公司：聚焦民生保供电让百姓安心过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