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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施辰静 文/图）
华 堂 异 彩 披 锦 绣 ，良 辰 美 景 笙 歌 奏 。
22 日上午 ，厦门市湖里区第二届海峡
两 岸 七 夕 牵 手 会 开 幕 式 暨 佳 偶 天 成
集 体 婚 礼 仪 式 于 湖 里 区 闽 台 文 化 交
流馆开启 ，60 对厦金两岸情侣身着中
式 服 装 ，执 红 绸 、踏 红 毯 、跨 火 盆 ，行
却 扇 礼 、结 发 礼 ，佳 偶 对 拜 ，落 签 婚
书 ，交 换 信 物 …… 寻 祖 制 、效 古 礼 ，体

验 了 一 场 融 合 了 传 统 和 现 代 的 新 中
式集体婚礼。

本 次 活 动 由 厦 门 市 湖 里 区 委 台
港 澳 办 主 办 ，以“ 爱 越 海 峡 情 牵 两
岸 ”为 主 题 ，共 有 60 对 两 岸 佳 偶 参
加 。典 礼 结 束 后 ，吴 巧 明 、庄 文 纬 ，陈
禾 凯 、朱 慧 元 两 对 两 岸 情 侣 代 表 上 台
分 享 了 他 们 在 爱 情 长 河 里 的 点 点 滴
滴 ，以 及 他 们 在 两 岸 婚 姻 中 的 感 悟 与

收 获 。
今年七夕，湖里区委台港澳办在去

年首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的基础上
将活动升级。本次活动将持续 3 天，除了
集体婚礼之外，还联合湖里区文旅企业
着力打造系列主题活动，邀请两岸情侣
打卡五缘湾、海上世界、山海健康步道、
凌云玉石博物馆等湖里景点，留下美好
的浪漫回忆。

厦门湖里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

牵手会上，情侣行“合卺礼”，即将葫芦一分为二，夫妻各执一瓢饮酒后，再把葫芦合到一起。

本报讯（记者 严顺龙） 22 日，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5 年来开展司法救助工作情况，发布 10 个典型案例。5 年
来，全省法院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3772件、决定救助 3729件，救
助人数 5960 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1.43 亿元，充分彰显了保障
民权、扶危济困的司法价值。

司法救助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8 年至 2022 年，我省司法救助总额每年稳步上
升，人均获得救助金由 2018 年的 2.52 万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4.12 万元。从资金使用情况看，救助对象向弱势群体倾斜，未
成年人、妇女的救助金额占比达 48.8%，5 年来共救助未成年
人、妇女 2521人。

开展司法救助中，我省各级法院积极创新制度，持续深
化案件回访帮扶工作，确保救助更精准、有效。如安溪法院与
县慈善总会探索建立“执行+慈善”工作模式，与保险公司合
作，为困难当事人发放慈善救助金 1.5 万元，提供救助保险金
101 万元。龙岩法院与检察、民政、农业农村等单位签订共建
协议，成立全省首家司法救助协同中心。我省法院探索将司
法救助纳入社会救助大格局中谋划推进，延伸拓展司法服
务，如福州法院开展涉讼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专项工作，对符
合条件的人员给予每年 1000 元至 3000 元的资金帮扶，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

省法院通报5年来司法救助工作情况

救助5960人
发放救助金1.43亿元本报讯 （记者 张辉） 近 日 ，福 建 植

物调查团队林汉鹏、罗萧及两栖爬行类动
物爱好者陈宜都一行，在闽侯县开展动物
资源调查时，于旗山一带偶遇一只中华穿
山甲。

当时，这只中华穿山甲正沿着公路缓慢
移动觅食。经现场观察，这是一只刚成年的
雌性个体，身体状态良好。拍摄记录后，调查
人员便引导其重回山林。

林汉鹏等人常年在该区域开展野生动
植物资源调查。他表示，中华穿山甲雌性个
体的发现，说明此区域内可能分布着一个具
有繁殖能力的中华穿山甲种群，“同时也说
明，随着生态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当地野生
动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
量正逐渐增多”。

穿山甲被认为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
物种之一，其最大特征是周身覆有坚硬的鳞
片，是挖洞和攀爬的能手，灵巧的舌头能够
快速精准地捕食蚂蚁、白蚁等昆虫，有效控
制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白蚁数量。据统计，一
只穿山甲一年可以守护 350亩林地不受白蚁
威胁，因此，穿山甲素有“森林卫士”之称，具
有重要的生态、科研、社会价值。目前全球已
知存在 8 种穿山甲，分布在中国境内的主要
是中华穿山甲。

由于非法贸易、栖息地遭破坏等原因，
世界各地穿山甲种群数量锐减。在《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穿山甲
被列为“极危”等级。2021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发布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中，穿山甲属所有种的保护等级由二级

上升至一级。
无独有偶，据南平市建阳区融媒体中

心微信公众号“建阳新闻”报道，建阳区一
周内两次发现中华穿山甲。

报道称，8 月 20 日晚，热心市民在建阳
区一小区内发现一只中华穿山甲，随后报
警，把这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送往区森林公
安部门。21日，在建阳区将口森林派出所，林
业部门的专业人员会同民警一起对这只中
华穿山甲进行了检查，发现其身长约 70 厘
米，体重约 2.3 公斤，因鼻尖与右前爪均有受
伤，暂不符合放生条件。这只穿山甲将被送
往野生动物保护机构进一步检查与救治，待

其伤情恢复后，再择期选址进行放生。
而在 8 月 14 日，在建阳区黄坑镇，一村

民在自家外墙处也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
经当地森林公安部门检查，这只穿山甲各项
指标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已在武夷山国家
公园放生。

历史上建阳所属的武夷山脉曾是黑麂、
中华穿山甲等旗舰物种的分布区，但工作人
员表示此前已很多年没有观察到它们，最近
一周内两次发现野生中华穿山甲，说明建阳
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
意识也越来越强。

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严厉打

击穿山甲非法贸易，推动穿山甲栖息地恢
复和保护，大力开展穿山甲资源监测和保
护工作。我省林业部门组织相关科研院校
开展中华穿山甲资源专项监测，各大自然
保护区相继通过红外观测到中华穿山甲野
外活动身影，各地陆续救助了一批中华穿
山甲并将其放归野外。记者从省野生动植
物保护中心获悉，近年来，全省每年救助的
中华穿山甲数量均在 20 只左右。去年以来，
我省还为 3 只中华穿山甲安装了卫星定位
追踪器，之后放生于浦城、福清、平潭等地。
监测记录显示，放生之后的中华穿山甲健
康状况良好。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穿山甲现身闽侯和建阳

◀ 中华穿山甲的利爪清晰可辨。 （受访者供图）

▲ 感觉到危险时，中华穿山甲就把身体蜷曲成一团。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尤方明 通讯员
陈丽彬 文/图） 22 日，第五届马仙信俗文化
节暨非遗艺术节在柘荣举行。

马仙，又称马氏天仙、马元君等，是农
耕社会辛勤耕作、勤俭持家、和睦邻里、行
善助人的典范，与妈祖、陈靖姑并称“福建
三大女神”，又被广称为中华平安神，是平
民化的民间信俗遗存现象。

历经千年传承，马仙信俗积累了丰富的
文化积淀，柘荣则是马仙信俗的发祥地。近
年来，柘荣县高度重视马仙信俗文化保护传
承，深入开展研究保护，建成具有文化标识
意义的马仙塑像，累计举办 5 届马仙信俗文
化旅游节，开展马仙信俗文化对台交流，有
力拓展了马仙信俗文化的影响力。2014 年 11
月 11 日，马仙信俗文化正式列入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悉，本届文化节期间还将举办首届中
国·柘荣剪纸艺术节暨非遗嘉年华、七夕街
头艺术展演、“清新福建 共享非遗嗨一夏”
柘荣非遗展示体验等配套活动，全面打响

“慢城”柘荣全域旅游品牌。

柘荣举办马仙信俗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22 日晚，世界经典音乐剧《剧院
魅影》中文版在厦门闽南大戏院震撼上演。上千名市民和游客
共赴“魅影之夜”，共同见证了这一脍炙人口剧作的瑰丽舞台。
据了解，《剧院魅影》中文版在厦门的演出将持续至 27 日，共
演出 8场。

作 为 著 名 音 乐 家 安 德 鲁·韦 伯 最 负 盛 名 的 作 品 ，音
乐 剧《剧 院 魅 影》1986 年 首 演 后 一 炮 而 红 ，目 前 已 累 计 在
全 球 188 个 城 市 上 演 ，观 众 总 数 超 过 1.6 亿 人 次 ，获 得 的
戏 剧 奖 项 超 过 70 个 。中 文 版 是《剧 院 魅 影》的 第 18 个 语
言 版 本 。

据了解，该剧舞美体量大、难度高，每到一地巡演，技术
团队通常要提前一周才能完成所有舞美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以期重现巴黎歌剧院的华美场景。在 22 日晚的演出中，演出
方使用了长达 2230 米的戏中戏舞台帷幕，以及一盏直径 3
米、重达 1 吨的水晶吊灯。230 余套仿欧洲宫廷剧院的华丽戏
服以及 280 余支蜡烛、250 公斤干冰、10 台烟雾机为舞台营造
了瑰丽而诡谲的气氛。近 3 个小时的演出中，布景几乎每隔 5
分钟就会更换一次。演出前，闽南大剧院特别举办了《剧院魅
影》中文版华服重工特展，让观众近距离欣赏舞台背后匠人
的巧思。

此前，法国原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舞剧
《红楼梦》都曾在鹭岛掀起观演热潮。一次高质量的演出自
带流量，可以带动城市更多文旅消费。《剧院魅影》中文版厦
门 站 首 演 恰 逢 七 夕 ，剧 院 方 面 策 划 了“ 七 夕 之 夜·华 丽 盛
宴”、海上歌剧院茶话会、地宫探秘之旅等节目，全部 8 场演
出预计将吸引近万名观众走进剧场，带动周边交通、住宿、
餐饮等的消费。

音乐剧《剧院魅影》引爆鹭岛

演员在文化节开幕式上表演。

《剧院魅影》中文版剧照 （演出方供图）

4 月至 9 月，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
燕鸥如期造访闽江河口湿地，这种较为罕见的濒
危鸟类，曾长期消失在人类视线中。近年来，它们
每年都会到闽江河口湿地“报到”，引来众多观鸟
爱好者。

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重
要驿站，闽江河口湿地是我国单位面积水鸟种类
和数量分布最多的区域之一，吸引了中华凤头燕
鸥、勺嘴鹬、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栖息觅食。

但在 21 年前，闽江河口湿地受人类活动和
生产影响，生态一度濒危。2002 年 4 月，看到专家
呼吁抢救性保护闽江河口湿地资源的材料，时任
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明确表示“必须重视对湿地的
保护”，自此开启了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卫战”。

21 年久久为功，闽江河口湿地从濒危到“重
生”。近年来，闽江河口湿地先后荣膺“中国中华
凤头燕鸥之乡”“中国十大魅力湿地”等称号，入
选 2020 年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今年 2月被列入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

如今，越来越多人参与到闽江河口湿地保护
中来，谱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珍稀鸟类“漂洋过海”来栖息

时值繁育季节，1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在闽江
河口湿地的滩涂上踱步、嬉戏。雄鸟竖起黑色的
冠羽“示爱”，或是叼着鱼给雌鸟“送礼物”，每一
个动作都被远处的摄影师精心捕捉。

湛蓝的天空下，水泽茫茫，蓬勃的生命力在
闽江河口湿地蔓延。穿过清晨的漫天霞光，和着
余晖中的渔舟晚歌，百鸟翔集，择枝而栖。

“追鸟”20多年，福州资深鸟类摄影爱好者王
乃珠见证了闽江河口湿地的“蜕变”。“每天湿地
的鸟类都在变化，近年来数量和种类越来越丰
富，有的从‘过客’变成了‘长住客’。”王乃珠翻阅
相册里千姿百态、五彩斑斓的鸟儿，如数家珍。

不少珍稀鸟类“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栖息。寒

来暑往，在湿地工作人员的观鸟笔记里，记录下
各种鸟类与湿地的故事：

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到 2022 年 3 月 7 日，来
自北极冰原的小天鹅在闽江河口湿地度过了 128
天，最高数量达到 654 只；2022 年 9 月，两只来自
西伯利亚苔原的珍稀濒危鸟类勺嘴鹬早早到来；
冬季，珍稀濒危鸟类黑脸琵鹭最多可一次性观测
到近 200只……

“据监测，这里共有鸟类 313 种，常年在此迁
徙停歇的水鸟超 5万只，湿地现有的 80种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中 80%以上为鸟类。”福建闽江
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郑航告
诉记者。

面积 2381.85 公顷的闽江河口湿地，何以吸
引如此多珍稀鸟类流连驻足？

闽江河口湿地鸟类调查专家郑怀舟说，在全
球 9 条候鸟迁飞通道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
通道拥有的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闽江河口湿地
恰好就在这条通道上。由闽江串起的海、陆生态
过程，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湿地和近海类型栖息
地，被认为是北半球同纬度近海海洋物种最为丰
富的区域之一。

濒危中抢救下来的“珍宝”

今年 2 月，福建闽江河口湿地被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

好消息传来，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刘剑秋既激动又欣慰。

回忆起 21年前的一幕，他仍然心潮澎湃。
由于长期填海造地、围垦养殖，甚至违规排

污，闽江河口湿地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濒危
状态。多次调研后，刘剑秋心急如焚：“湿地面积
减少，南来北往的鸟类数量也大大减少，更令人
担忧的是，其中鳝鱼滩等部分湿地被规划用来修
路和开发楼盘，鸟类将失去栖息地。”他和多位生
态环境学专家四处奔走呼吁。

2002 年 4 月，一份专家呼吁抢救性保护闽江
河口湿地资源的材料，呈送到时任福建省省长
习近平的案头。他作出批示：“湿地保护是生态保
护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省要建设生态省，必须重
视对湿地的保护。”

闽江河口湿地“生态保卫战”自此打响：
2003 年，闽江河口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设

立；2007年，该湿地升格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13
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获批建设
国家湿地公园……

在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卫星遥感照片，多年
来闽江河口湿地“人退地进”清晰可见：本世纪
初，遍布养殖场和鱼塘的画面呈现大片的黑色，
如今绿色连片成面，与蓝色海洋形成美丽画卷。

“21 年来，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共清退
养殖面积 3197 亩，最大程度保护了湿地生态。”
福州市林业局局长兰超说。

近年来，中央和省市区各级共投入资金 3200
万元，用于治理闽江河口湿地的外来物种互花米
草。除治后的湿地中，恢复种植红树林、短叶茳

芏、芦苇等乡土植被 2600 多亩。2020 年，闽江河
口湿地生态修复经验入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单》。

福州市市长吴贤德告诉记者，21 年来，福州
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闽江河口湿地保护与修复
工作，目前正全力推进闽江河口湿地申报世界自
然遗产，打造中国湿地保护样板。

让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到湿地保护中来

傍晚时分，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内，夕
阳给水面镀上一层金黄，望着远处觅食的苍鹭，
管护员林发金心里满是惬意。

每天，林发金会骑上电动车巡逻 20 多公里，
主要任务是防止捕鸟和破坏滩涂等行为。

“以前劝说不要捕鸟没什么人理会，现在大
家保护意识增强了，说话也管用了。”林发金说。

10多年前，林发金还是湿地保护区附近最大
的养殖户之一，承包了 200 多亩池塘养虾。彼时，
毗邻闽江入海口的渔村，村民世代以赶海与滩涂
养殖为生，而由此造成的水质污染也让水鸟难觅
栖息之所。

2017 年，在当地政府推动下，一场“退养还
湿”行动正式开始。林发金成为村里第一个签署
退养协议的养殖户，退养后他没有离开湿地，成
了一名管护员。

守护湿地，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也带来新的
生计。几年前，45岁的养殖户林宝淦退掉鱼塘，来

到湿地工作，现在依靠巡逻和捡海漂垃圾两份工
作，他每年能拿到 6 万元左右的收入，每天与鸥
鹭为伍，心情格外舒畅。

“我们以前搞养殖，每天都要提防鸟来偷吃
鱼虾，现在是盼着鸟来。”林宝淦举起望远镜，仔
细寻找着白鹭的踪影。

林宝淦说，每年暑假，他还会带着孩子到湿地
博物馆当志愿者。虽然只是简单的引导工作，但孩
子却格外兴奋。每当学校组织参观湿地博物馆，他
总是很骄傲地说：“湿地博物馆就在我家门口！”

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利用，给当地群众带来巡
逻、管护、保洁等岗位 110 余个。湿地回归，也让

“家门口的宝藏”被更多人看见、共享。
木栈道、观鸟棚、博物馆……保护区外围的

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既为保护区提供缓冲
带，也成为生态旅游“网红打卡点”。乡村旅游、观
光农业等新业态日渐红火。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
园年接待游客量可达 50 万人次，每年吸纳志愿
者 3000人以上。

在诸多湿地守护者之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
伍——福建省观鸟协会。这是一个由鸟类、昆虫
等自然爱好者组成的民间公益组织。去年，协会
与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签订为期 10 年的合作协议，将广泛组织中小学
生前来参加研学活动。

“我们在湿地寻找风景，也守护着美景，并将一
代代传承。”福建省观鸟协会常务副会长杨金说。

2022年 8月 16日，以生物多样性作为突出价
值，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申报的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海、陆生物地理区划过渡
带”，成功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

芦苇摇荡绿水悠，留鸟候鸟满洲头。“闽江河
口湿地‘蝶变’，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明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福州
将持续做好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利用工作，让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百姓。”福建省委常委、福
州市委书记林宝金说。（新华社福州8月21日电）

从 濒 危 到“ 重 生 ”
——闽江河口湿地20年“蝶变”观察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