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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蒙蒙，上山的路一步一滑，格外

难走。过去 11 年，顶风冒雨，这条通往

山上羊圈的路，羊倌张阳寿走了无数遍。

眼前的张阳寿，个头不高、身体壮实，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不是一个健谈的

人，只默默地爬山，似乎完全沉浸在爬山

这件事情当中，你不问他，他不说话。

不久前，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利川市建南镇红卫村，记者与张阳寿

一道踏上了他重复了无数遍的上山旅程。

“我的羊圈就在那上面！”深一脚浅

一脚地踩着泥泞的土路曲折上行数百

米后，他伸出手，指着仿佛在云端的巍

巍绝壁说。

记者抬头望去，只见云雾缭绕，双眼

仔细搜寻，仍不明他的羊圈究竟在何处。

2011年春节，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溢

血击倒了常年在外承包建筑劳务的红卫

村村民张阳寿。那时，他刚满 41 岁，年

富力强，正雄心勃勃地计划新年大干一

场。他在外拼搏 20 年，从杂工起步，做

工10多年才获得劳务承包的机会，谁承

想，转眼之间，竟再也无法外出从业。

出院后，张阳寿在屋旁的公路边一

遍又一遍来回踱步。“一大家子要生活，

坐吃山空，吃老本肯定不行……”他寻思

着要干些啥。

他将目光重新投回那片莽莽大山。

“上千亩的林地，荒废了太可惜了！”他想

了又想，决定二次创业，向土地要生存，

将荒山利用起来，上山养羊。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两委”和承包荒

地的村民们的支持。在病情稳定后，张

阳寿买来10多头羊，走上了养殖路。羊

圈围着岩洞搭建而成，洞中有清泉，长流

不断。畜牧部门对张阳寿进行跟踪指

导，村里的兽医手把手传授他养殖技术，

一两年后他便成了养羊的行家里手。

“你去年卖了多少头羊？收入怎么

样？”从土路的一个拐角处爬上一个山丘

时，记者问张阳寿。

“我去年宰杀 60 多头羊卖羊肉，卖

活羊 10 多头，全年的收入在 20 万元出

头，同 2021年相比增长了 3倍。”走在前

面的张阳寿语速加快、声调加重，言语间

溢满自豪。

张阳寿一家5口人，有他自己、他老

伴、他儿子3个病患，儿子因病失去劳动

能力，孙子孙女在上小学，老两口养的这

群羊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养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

张阳寿的羊群已扩大到 300 多头的规

模，却突发疾病接连不断死亡，仅有几头

幸存。遭逢这般重击，他并没有一蹶不

振。张阳寿买来种羊，重新出发。为防

止羊群跑下山吃到打过农药的草，他筑

起栅栏，将羊群紧紧围在山上。不过两

三年工夫，他的羊群规模又壮大起来了。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当地制

约产业发展的一些短板逐步被补齐。

2021年10月，国网利川市供电公司往山

上架设了一条专用供电线路，羊圈从此

通了电，有了电暖。冬天不再挨冻，羊羔

成活率显著提高，羊群数量一年之内增

长了1.5倍。

穿过山丘尾部稀疏的杂木林，进入

浓密的杉树林，上行的小路愈发陡峭崎

岖。记者跟在张阳寿身后，踏着长满青

苔、被微雨润湿的石块，一步一步徐徐前

进，和他的对话也时断时续地展开——

“这么陡的路，卖羊的时候怎么把羊

运下来？”

“头数多就牵下来，一两头就捆了背

下来。”

“你一年上山多少趟？身体吃得

消吗？”

“估计有八九十趟。经常锻炼，身体

没问题。算下来，一年至少有 260 天住

在岩洞里，全天候守着羊。上面通了电，

吃住都方便。”

半小时过去，行程约半，记者早已汗

流浃背、气喘吁吁。穿过密林，乱石堆迎

面而来。继续艰难前行一刻钟，终于远

远望见绝壁之下、用石头围成的羊圈。

歇息时，记者继续跟张阳寿攀谈——

“你准备把羊群发展到多大的规模？”

“我计划发展到400头。”

“你的羊肉基本都卖给了周边的村

民，发展到400头，销路有没有问题？”

“销路没问题。现在农村发展了，农

民收入提高了，舍得花钱买好东西！”

张阳寿郑重地说，只要解决了信息

闭塞和渠道不畅问题，农村的好货不愁

卖，因为“城里的老百姓和农村的老百姓

都需要”。

终于到了，羊圈近在眼前，羊群却瞧

不见。氤氲的雾气中似乎有音乐声传

来。仔细一听，原来是羊铃声。一头头

羊散布在石山间，悦耳的铃声萦绕在石

山间。张阳寿就靠这铃声判断自己的羊

身在何处。这铃声，已成为他生活中最

美妙的音符。

天色渐暗，羊归圈了，细密的铃声交

织成一片，宛如合奏。“目前有 120 多头

大羊，母羊居多，基本都怀了小羊，这个

把月是生产高峰期。”张阳寿深情地望着

羊群对记者说。

寒冷的石山间，新生命正在孕育，澎

湃春潮正在蓄积。记者赶着在天黑之前

下山，而张阳寿则一头扎进石山里，去搜

寻还未归家的羊。这个命运多舛的农

民，仍持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羊倌张阳寿上山记

记者从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林草局

获悉，近期，8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原，这

是最近几年来当地首次发现成群的蒙

古野驴。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和牧

民及时帮助它们觅食、饮水，让它们自

由自在地生活。

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地处中

蒙边界，总面积 68000 公顷，是我国天

然梭梭林、蒙古野驴分布的重要地

区。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北部、中蒙

边境地区等地，有集群活动的习性。

最近一个时期，工作人员在保护

区内日常巡查时发现 8只蒙古野驴在

草地上悠闲觅食。随后，工作人员和

当地牧民通过喂食等方式引导它们到

更适合觅食、饮水的草场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蒙古野驴

结伴而行，一边追逐一边觅食，还不时

警觉观察周围环境，一旦发现异常情

况就会加速奔跑。当地牧民巴图说：

“最近几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蒙

古野驴出来吃草，这在过去比较少

见。我们都是远距离观察、投喂干草，

防止它们受到惊吓。”

据乌拉特后旗林草局局长苏俊介

绍，成群蒙古野驴的出现，与草原生态

持续改善、牧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不

断增强密不可分，意味着乌拉特草原

生态保护初见成效。现在，他们已在

保护区内设立 5处野生动物固定饮水

点和饲草料投喂点，选派专人定期供

水、补充草料，有效避免蒙古野驴等野

生动物因无法取食、饮水而导致死亡

现象的发生。

苏俊说，工作人员正对蒙古野驴加

强观察，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坚决制止

人为干扰活动，严防不法分子非法捕猎

行为。他们将继续加强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工作，争取让更多的蒙古野驴和其

他野生动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目前，该保护区已建成野生动物

管理站、救护站等基础设施，开设 4条

野生动物迁徙绿色专用通道，可为中

蒙边境地区的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提

供更为广阔的觅食、活动场所。

记者从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了解到，

“甘肃一键报贫”系统于20日正式启动，

旨在响应困难群众诉求，及时排查返贫

致贫风险。

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介绍，系统启动后，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防止返贫监测标准的、

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

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

省内农业户籍家庭，可通过手机微信或者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申报。

提出申请后，村级要在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入户核查、采集记录相关信息等

工作；对符合纳入条件的申请对象，要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村内民主评议和公

示、乡镇复核、县级审批等工作。

此外，对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出

现返贫致贫风险、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事

实清楚的农业户籍家庭，可通过“绿色通

道”先行救助和帮扶，后履行有关程序。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院获悉，2022年6月考古人员在辽上

京皇城遗址西南部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辽上京皇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 6月至 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

古队，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西南部大型建

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辽上

京皇城遗址南门大街的西侧，建筑基址

地表保存较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汪盈介绍，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

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道观等重

要辽代早期建筑。此次在辽上京皇城遗

址西南部发现的建筑基址规模庞大，台基

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此前发掘所见的

宫殿建筑，说明这座南向建筑从辽代始建

开始，是都城内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据了解，此大型建筑基址出土遗物

主要有建筑构件、陶瓷器、泥塑、铜钱等，

出土的遗物具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

此大型建筑朝向在辽金两代均为南

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

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汪盈说，这

是考古人员首次在辽上京皇城遗址内确

认辽代始建的南向大型建筑，增进了对

辽上京皇城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此外，考古人员发掘确认了这座大

型建筑三次营建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

柱网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系。这见证了

这座大型建筑在辽金两代沿用和改建的

史实，增进了对辽金时期建筑基址形制

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考古人员认

为，三次营建的建筑规模、殿身形制结构

和夯土基础做法均有所不同，体现了建

筑时代和等级的变化。

“王站长，麦子苗势有点弱，咱现

在该怎么管理？”山东省宁阳县的种

粮大户李国贞正给宁阳县土肥站站

长王祥峰打电话，对自家麦地苗情线

上“求医”。

近日，宁阳县农业部门组织 130 余

名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根据小

麦苗情与麦田基础设施情况，从小麦

早春镇压、追肥浇水、病虫草害防治、

冻害预防等多方面为群众讲解春季麦

田管理技术要点，解答关于小麦管理

的问题。

在一次农业部门组织的农技推广

讲座中，李国贞存了王祥峰的联系方

式。遇到棘手的问题，王站长总能为他

答疑解惑。

去年，因家中事务耽搁，李国贞的

冬小麦较往年延迟半个月才下播，自

家小麦的苗情让他颇感焦灼。电话

“求医”后，王祥峰和李国贞约定第二

天见面。

第二天一早，王祥峰赶到李国贞的

麦地，仔细查看小麦叶片、根系和苗势

墒情后，给出了建议。“问题不大，只是

叶片有些发黄，小麦根系和分蘖节没有

受损。浇返青水时配上液态速效氮肥，

能增加分蘖，促弱转壮。”王祥峰说。

短短几句话让李国贞心中的大石

头落了地。“有了专家指导，加上科学

种植，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他高

兴地说。

作为产粮大县，宁阳全县粮食种

植面积达 128 万亩，粮食产量在 12 亿

斤以上。

除了专家指导，去年 10 月，李国贞

还在自家百亩承包地里尝试“减垄增

地”模式：去掉传统的“垄墙”，地里使用

高杆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设备。只需

使用手机或控制室终端远程操控，高杆

智能喷灌喷枪便会均匀地对麦田进行

喷洒灌溉。

“‘减垄增地’模式可以实现‘四减’

和‘四增’，即减灌溉水、减肥料、减农

药、减人工成本，增种植面积、增作业效

率、增粮食产量、增粮食品质。”王祥峰

介绍，今年春耕，宁阳县针对推广户使

用高效灌溉设备的情况，逐户进行指导

服务。

宁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典辰介

绍，去年宁阳县整合涉农资金近 500 万

元，对参与“减垄增地”改造的种粮户

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奖补扶持。

目前，全县“减垄增地”耕地面积达到

6.8万亩。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新时

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专家创新大讲堂 2月 19
日至20日在京举行。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第

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丰硕，初步统计发

现新物种 163个，为现代中药的创新发展奠定

了物质基础。

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

琦院士在大讲堂做特邀报告时表示，2011年以

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

中药资源普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据介绍，基于普查获取的实物和数据资

料，科研人员发现了一批新物种和新药源，并

对祖国的传统医药有了新的认识，在传承古代

本草精华的基础上有了创新性应用和发展。

例如，普查期间在西藏发现了苦枸杞，而现在

食用的枸杞大多味甜，研究发现其性味经历了

由苦、微寒逐渐演变为甘平的变迁。

同时，科研人员针对省域、县域、大河大川

等范围的中药资源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一批特

色成果。黄璐琦举例说，《新资源的发现及功

效研究》中对普查中发现的79个新物种的研究

显示，60%的新物种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由多位

植物学专家和药学家参与筛选汇集而成的《中

国药用植物红皮书》收录我国 464种濒危药用

植物，对其中 151个代表种进行了科学和系统

描述，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在摸清我国中药资源家底基础上，普查还

推动了构建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体系、中药材种

子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建设。

据悉，本次大讲堂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国中医科

学院承办。来自中医药领域的院士、国医大

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代表进行了学术

交流，共4万余人以线下和线上方式参会。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2月22
日傍晚，西南方低空将上演“浪

漫一幕”——明亮的金星与极

细的月牙近距离相伴，赏心悦

目，煞是好看。

金星伴月是最好看的“星月

童话”，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金

星和月亮是夜空中最亮的两个

天体，且二者相伴时，月相一定

是如钩般的蛾眉月或残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

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同水星

一样，金星也是内行星，它的绕

日公转轨道位于地球绕日公转

轨道以内，有时作为“晨星”出

现，有时又变身为“昏星”出

现。简单来说，人们几乎只能

在凌晨或傍晚这两个时间段用

肉眼看到金星。

由于金星总在太阳附近出

现，所以每到农历月末月初的

日出日落时，经常会出现金星

伴月的景观，这也是很多天文

和摄影爱好者追逐的目标。2
月的金星仍为“昏星”，于日落

后出现在西方天空，所以月亮

只能在傍晚与它“邂逅”。

金星伴月虽不算是什么罕

见天象，但考虑到发生时间、星

月距离、天气状况等诸多因素，

并不是每次出现都适合观赏和

拍照。

这次的金星伴月观测条件

很好。22 日，恰值农历二月初

三，日落后一弯极细的月牙镶

嵌在天幕上，散发着明亮而不

刺眼的光芒。金星与月亮相距

2度左右，相当于 4个满月视直

径般大小。金星亮度为-3.9
等，犹如一颗耀眼的钻石。金

星落下前的可观测时间有 1 个

多小时。此时夜空中第三亮的

天体——木星就在距离它们大

约 8 度处，亮度-2.1 等，也非常

显眼。两颗亮星一近一远“护

航”在“月亮船”旁边，让这幅浪

漫的画面更具观赏性。

“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

感兴趣的公众只需寻找适合的地景，凭借肉眼

就能欣赏到这幕‘星月童话’，以及‘新月抱旧

月’（又称地照，指由于地球表面将太阳光反射

至月球暗面，在弯月牙的怀抱中，整个月面隐

约可见）现象。”修立鹏说。

成群蒙古野驴现身内蒙古乌拉特草原

甘肃开通“一键报贫”
防返贫监测系统

山东宁阳：专家“把脉开方”保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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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皇城遗址
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发现163个新物种

成群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