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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规范运行 提高讲
故事针对性

这几年，华西都市报的首席记者杜
江茜几乎每次都会参加四川省生态环境
厅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也多次被邀请参
加媒体分析研判会。

在她看来，媒体分析研判会就像一
场头脑风暴，政府部门、媒体记者、专家
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公众关心关注的
热点，研判敏感话题，常常让她深受启
发 。“ 比 如 被 多 方 点 赞 的‘ 在 成 都 看 雪
山’，就是 2019 年第一次研判会的重要成
果之一。”

曾经，成都平原的大气环境质量一
度受到老百姓的质疑，虽然经过治理得
到较大幅度的改善，但舆论并未扭转。

因此，在谈及如何宣传大气环境治
理时，四川日报记者殷鹏的发言立刻吸
引了在场人员的目光。

“ 大 家 最 近 是 否 关 注 到 一 个 名 为
‘在成都遥望雪山’的微信群。群里有
位市民记录了从 2015 年起在成都市区
拍摄雪山的次数。这个数据的逐年上
升跟生态环境的治理是分不开的。我
认为可以从这组数据的角度讲好大气
污染防治的故事。”殷鹏的提议让大家
眼前一亮。

“在成都看雪山”自此成为四川省生
态环境新闻宣传的亮点，并很快成为热
点。

2019 年全国两会，在成都市区拍摄
雪山的话题全网传播超 5000 条；2020 年

“凡响·四川公益环保之夜”，拍摄雪山的
故事依旧备受瞩目；2021 年全国两会，

“蓝天与雪山同框”让四川省环境质量的
持续向好备受关注。

时至今日，雪山话题仍然是四川省

生态环境新闻传播中的热点。
研 判 会 不 仅 从 老 百 姓 关 心 关 注 的

热点出发，讲好生态环保故事，也给媒
体搭建了一个了解生态环保工作最新
信 息 的 平 台 ，团 结 了 一 批 优 质 媒 体 资
源，更提升了四川省生态环境新闻发布
的传播影响力。

“四川省率先在全国建立起生态环
境新闻例行发布会机制。发布会前形
成新闻传播咨询和形势分析报告，供厅
领导参考决策；发布会后，邀请专家对
例行新闻发布会效果进行评估研判，提
出改进建议，并最终形成专家研判、效
果 评 估 、成 果 结 集 3 类 产 品 ，真 正 把 新
闻发布做成一条有始有终、有前有后的
链条。”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全要素做大发布格局 夯
实讲故事基础

对四川省而言，每月的新闻发布会，
都必须全力以赴。不仅公众、媒体关注，
生态环境厅“一把手”也很关心。

据了解，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均由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一把手”亲自审定，包
括主题、方案、发布稿。在生态环境厅党
组的指导下，新闻发布内容也逐渐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1+3”体系，“1”即当月主
发布内容，“3”即省政府领导同志确定的
每月固定常态化发布内容，包括环境质
量红黑榜（全省大气、水环境质量排名）、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生态环境
执法典型案例等，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

在发布内容完善的同时，发布规格
和主体也在“提档”升级。

根据不同主题，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邀请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和市县党政领导
参与发布并答记者问。在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生态环境部
命名市县的党政负责人汇聚一堂；水环
境治理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水利厅等省直部门相关负责人出
席；大气环境治理，经济和信息化厅、交通
运输厅等省直部门相关负责人受邀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四川省还把
“以政府新闻办公室名义举办生态文明
建设专场发布会”纳入对市（州）党委、政
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的考核中，
推动 21 个市（州）党委或政府负责人走上
发布台，主动发声、回应公众关切。

“细数每次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省
直部门或市县党政领导的身影。”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说：“这不仅让四
川省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扩大了环保

‘朋友圈’，构建起大环保格局，还充分展
现了四川省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
理的特色。”

全方位提升发布质效 增
强讲故事有效性

在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今天，讲好
生态环境保护故事也在持续探索新方
法 、利 用 新 技 术 。“ 我 们 探 索 了 直 播 带
货、现场连线的方式，打破常规、拓展传
播新形式。”四川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说：“现在，每场发布会的精彩内容都
会剪辑成短视频单独发布，以适应不同
平 台 的 二 次 传 播 ，极 大 提 升 传 播 影 响
力。”

这其中，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专题新
闻发布会尤其别开生面。因新冠病毒感
染的原因，发布会现场需要严格控制人
数。峨眉山市委书记、市长吴小怡捧出
一杯竹叶青、仪陇县委书记郭宗海抖开
一件“七彩蚕衣”，瞬间吸引了媒体的目
光。相机、摄影机纷纷对准精美的产品，

两位地方党政领导人顺势化身“带货主
播”，从介绍产品说起，将两地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工作融入其中，娓娓道来。

这场发布会后，有关“竹叶青”“七彩
蚕衣”的短视频、图文占据了新闻发布会
的热词榜。此后，雅安带着鱼子酱、沐川
带着珍稀茶树品种“紫嫣”、长宁带着各
种竹产品……各市县纷纷走上新闻发布
会舞台，传播热度远超以往。

相比严肃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新颖
的形式让媒体和公众倍感新鲜，关注度
也随之变高。

2021 年秋冬季，四川省陷入第一轮
区域性大气污染，引得公众纷纷质疑生
态环境保护在疫情之下有所“懈怠”。诸
多负面声音让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正在筹
备召开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专题新闻发
布会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的情形，与其让生态环境部门
自说自话地向公众解释，不如邀请权威
专家来说。我们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四川

（成都）院士工作站驻站权威专家贺克斌
为大家答疑解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贺克斌的视频出席，一块“小屏
幕”受到了全场的“大瞩目”。他客观分
析污染成因，提出对策和建议，回答记者
提问，解答了公众对重污染天气的疑问。

正如杜江茜所说，“生态环境例行新
闻发布会‘讲述好故事’‘传递好声音’，
积极有效地回应了大众关心的生态环境
问题。”

如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还在不断
尝试新闻发布工作的创新和突破，将新
时代的四川省生态环保故事讲得更生
动、更深刻，为建设美丽四川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贡献更多
力量。

近日，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下
称救助中心）在北京市延庆区野
鸭湖附近，放归了一只猫头鹰。
这只猫头鹰学名为雕鸮，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体型最大的
猫头鹰。去年 3 月，它掉落在中
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东升分园）
园区内，后被送往救助中心救治，
经过近一年的康复治疗后达到放
飞标准。

“野鸭湖是雕鸮的自然栖息
地 之 一 ，这 个 季 节 食 物 比 较 充
足。”救助中心高级康复师周蕾
解释了在野鸭湖放归的原因。

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东
升分园）20 多名学生和他们的家
长见证了此次放飞活动。

时间拨回 2022 年 3 月 14 日，
中国科学院第三幼儿园（东升分
园）工作人员在园内发现这只受
伤的雕鸮。“它看起来很惊恐，一
直想逃，可受伤了没有力气。”看
到雕鸮的那一瞬间，幼儿园老师
滕菲有些害怕。她在网上找到救
助中心的联系方式。

接到电话后，救助中心的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带回
了雕鸮。

经过检查，这只雕鸮右侧翅
膀的尺骨和桡骨断裂，已经丧失
飞行能力。“我们决定采用在骨头
内放置内置针的方式给它接骨，
这样能够让断裂的骨头精准地长
在一起。”周蕾告诉记者。

说到这儿，周蕾打了个比方，
“雕鸮的骨头是中空的，就像一根
被剪断的吸管，我们在中空处打

进一个钢针，让骨头慢慢愈合。”
在等待骨头长合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件更让工作人员担心
的 事 情 —— 雕 鸮 不 会 自 主 进
食。“它还是有些紧张，对人类比
较提防。”工作人员只能对雕鸮
进 行 人 工 填 喂—— 用 手 掰 开 它
的嘴巴，把食物放到喉咙深处让
它自行吞咽。

“好在它并不抗拒我们喂食，
体重也一直比较稳定。”两个月
后，周蕾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监控
看到雕鸮在自主进食，“我们高兴
坏了。”

雕鸮骨折愈合之后，救助中
心对雕鸮进行轰飞。“这相当于术
后的复健，目的是让它恢复正常
的飞行状态。”经过近一年的康复
治疗，雕鸮达到了放飞标准。

“看到大猫猫飞走，又不舍又
开心。”放飞现场，一个小朋友告
诉记者。幼儿园的孩子们一直很
关心雕鸮的情况，经常会通过视
频和周蕾连线了解雕鸮的情况，
他们还给它起名叫“大猫猫”。

放飞前，周蕾抱起雕鸮和孩
子们告别。给雕鸮做完最后的
身体检查，周蕾单膝跪地，取下
雕鸮头上的毛巾，把它放在了地
上。

这 样 的 离 别 对 于 救 助 中 心
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常态，自 2001
年成立以来，救助中心累计救治
猛 禽 39 种 ，数 量 近 5700 只 。“我
们为放飞的雕鸮佩戴了 GPS 追
踪 器 ，后 续 还 将 持 续 对 它 进 行
监测。”

大猫猫飞走大猫猫飞走，，不舍又开心不舍又开心
伤愈雕鸮重归自然伤愈雕鸮重归自然

◆本报实习记者任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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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甘肃省首个生态环
境主题教育展馆近日正式向公众
开放。开馆仪式上，甘肃省文明
办有关负责人对全省生态环境志
愿服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强
调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积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
广泛开展关爱自然志愿服务和壮
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伍。

据了解，展馆运用环保时间
轴，将动与静、科技与生态、墙面
与滑轨屏结合，拥有涵盖五大板
块的查询展示区。滑轨屏拥有查
询阅览功能，使原本有限的墙面
展示内容得以丰富扩充。

展馆内的沉浸式主题放映体
验区全景式展示了甘肃省生态环
境保护成果。内设互动模式，参
观者能了解各市州地理地貌、动
植物信息等。展馆还借助雷达感

应和 LED 透明触摸屏，组成生物
多样性展示区，参观者可近距离
接近动物模型，雷达感应激活。

此外，从生态之窗看生态之
变，展馆还利用 VR 眼镜让参观
者沉浸式体验科普知识，对 4 种
模式（自然灾害避险、垃圾分类科
普、海洋知识了解、COP15 云展
馆）和八大内容（历史沿革、时政
要闻、攻坚克难、文化传承、党建
引领、政策法规、科普教育、全民
行动）进行展示，趣味性与科普教
育共存。

作为展示甘肃省生态环境保
护成果的阵地和普及生态环境科
学知识的课堂，展馆将秉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社会各界
携手并进、共同努力，开启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新进程。

成健

甘肃

生态环境主题教育展馆开馆

四川构建起新闻发布全过程控制链条

讲述好故事 传递好声音
◆本报通讯员温宗萍 记者王小玲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召开了一场生态环境新闻传播媒体分析研判会，为今年两
会期间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做准备。

事实上，这样的研判会，每一到两个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就要开一次。这也成为
四川省新闻发布会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新闻发布是生态环境宣传的“重器”，是发布生态环境信息的平台，也是政府和公
众对话沟通的重要桥梁。早在2017年，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就开始积极探索建立其工
作机制，并率先在全国逐步构建起集“新闻发言人素养培训、传播热点及趋势研判、新
闻发布、效果评估反馈”于一体的全过程控制链条，致力于将其打造成讲好生态环保故
事、增进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平台。

五色花计划·“湿地精灵”广东省东莞市第六届中小
学生观鸟比赛暨深莞惠观鸟交流赛，近日在东莞市同沙
生态公园圆满落幕。东莞市中小学校以及深圳市、惠州
市代表队，共 77 支观鸟队伍将近 500 人报名参赛，赛事规
模与影响力居广东省同类赛事前列。

积累低碳观鸟“东莞经验”

清晨，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迅速散开，或
在林荫道上，或在水库边，兴致盎然地举起望远镜或照相
机开始观鸟比赛，他们将观察到的鸟类经辨别鸟种后记
录在册。来自东莞市东城第八小学的太阳鸟队记录到鸟
类 72种，获得最高记录奖。

据介绍，本届观鸟比赛首次规划了低碳打卡路线，并
设置 6 个低碳打卡点位，市民群众可在指定的低碳打卡点
位，扫码获取碳币奖励，这些碳币可用于兑换平台商业优
惠及参加公益活动。比赛现场还设置了好玩有趣的自然
体验游戏碳普惠摊位，让参赛者通过游戏方式趣味认鸟，
还能领取小礼品。

“与常规的标语、海报等宣传方式相比，举办一场观
鸟比赛有趣、好玩，更能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东莞
市环保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刘丹说。

观鸟比赛深受学生、家长、老师的喜爱。刘丹表示：

“东莞观鸟比赛的影响力逐年增大，本届
观鸟比赛参赛范围已扩展到深圳、惠州地
区，以后打算继续扩展到大湾区各市，并
希望更多公众积极参与。”

另外，本届观鸟比赛还发布了《绿色
低碳倡议书》，宣传绿色低碳理念，实施碳
中和行动。经计算，本次活动约产生 8 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由甘肃黄河炳灵水电站项目减排量
抵消，成功探索出大型环保公益活动碳中和路径的“东

莞经验”。

以观鸟带动更多人走进自然

近年来，东莞观鸟比赛带动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学
生、家长走进自然，发现自然的美，进而关注和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认识自然界中不同形态的鸟类，可以培养孩子们热
爱自然的情感。”本届观鸟比赛最高记录奖的获奖队伍
——东莞市东城第八小学太阳鸟队的指导老师木头说：

“在观鸟过程中，我们也会向公众宣传普及鸟类保护知
识。当遇到贩卖野生鸟类的行为时，要第一时间向森林
公安报警。”

在木头看来，以观鸟的形式开展环境教育，可以获得
更好的教育效果。观鸟活动可以引发孩子思考鸟类与
生 态 环 境 的 关 系 。“ 鸟 类 出 现 在 某 些 地 方 一 定 有 它 的
原 因 ，比 如 ，有 合 适 的 食 物 、气 候 、环 境 条 件 等 。 当 环
境教育工作者引导孩子通过观鸟思考这些关系时，就
可以引导他们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关注人与动物和谐
相处的问题。”

“现在的参赛队伍越来越强了。”从小学组到中学组，
已经参加了 5 届观鸟比赛的东莞一中（集团）中堂镇实验
中学学生蔡天宇表示：“观鸟活动让我学到很多生态环保

理念及野生动植物知识，我会带着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
爱护环境。”

从发现环境的美好，到萌生保护环境的意识，最终主
动践行环境保护行动，这正是体验式环境教育的目的。

东方白鹳黑脸琵鹭频频亮相

54、58、65、72。最近四届东莞市中小学生观鸟比赛
的最高观鸟记录种数不断被刷新。在本届观鸟比赛中，
还新记录到一个鸟种——青脚鹬，它喜欢在沿海和内陆
的浅滩和沼泽地觅食。

近年来，随着东莞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纵深推进，
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连续六届，
东莞市观鸟比赛均在有着“都市绿肺，现代桃源”美誉的
同沙生态公园举行。公园水绕山环，峰峦叠嶂，物种丰
富。园内有松、杉、相思、黎蒴等树木 70 余种，白鹭、鸬鹚
等鸟类经常可见，正是观鸟的好地方。

除了同沙生态公园，最近一段时间，各种珍稀鸟类也
在东莞频频亮相，成为东莞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稳定向
好的最好证明。

在松山湖生态园寒溪河三角洲湿地，东莞市首次记
录到，超过 40 只世界濒危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东方白鹳。在银瓶山森林公园，东莞市首次记录
到，超过 4 个种群、最大种群数量超过 10 只的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广东省省鸟白鹇的野生种群。在滨海湾
滩涂，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
鹭连续 3 年“到访”，还有红嘴鸥、大杓鹬、反嘴鹬等众多候
鸟成群结队在海边觅食。

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间，从“无危”到“极危”，一度
在东莞市绝迹的禾花雀，现在重新被观鸟爱好者观测发
现。据东莞市民间组织“东莞市观鸟协会”调查发现，这
两年，在东莞市被观测到的禾花雀数量有所增加。

东莞观鸟赛有趣更低碳东莞观鸟赛有趣更低碳
最高记录鸟类达最高记录鸟类达 7272种种

◆何闪闪

在四川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专题新闻发
布会上，沐川县副县长现场“带货”。

本报讯 位于浙江省海盐县
南北湖风景区的海盐县生物多样
性体验馆近日迎来第一批客人。
这是一个集教育、宣传等功能于
一体的科普馆，充分展现了海盐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色。

海盐县生物多样性体验馆以
“爱予自然，梦享自由”为设计主
题，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深度还
原生态场景，并辅以耳、目、触、感
的多维度体验，让观者在展馆中
便可做到与自然的零距离交互，
在体验中学习知识，在互动中引
发思考。

体验馆占地 300 多平方米，
共分为 4 个篇章。“唤醒篇”利用
多媒体交互、标本展示等技术，复
刻南北湖一年四季的景色。“科普
篇”则主要展示全球及中国野生
动物的现状，通过沉浸式光影互
动走廊，打造身临其境的视觉盛
宴，展现南北湖生态体系及地域
和环境优势。“生态篇”则重点介
绍海盐县鸟类生存状况，通过设
计精巧互动环节，让参观者从听
觉、触觉等多方面了解各种动物
的特点。

周兆木 李红华

浙江

零距离交互体验生物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