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2年8月1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郭茂英 蔡明亮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com

　　□　赵丰　李甜甜

　　火上热搜的“糖水爷爷”，因
遭受“糖水不干净”“儿女不孝

顺”等一系列的质疑、中伤，被迫放弃生意，不再出摊……近段时
间，网暴再次引发关注。“按键伤人”防不胜防，成为网络暴力通俗
的表述。
　　在舆论热潮褪去后多一些冷思考，看看那些网暴者与被网暴者后
来都怎么样了，或许能发现什么。
　　2020年8月，因取快递被造谣出轨的谷女士在经历恶劣的“网络
审讯”后，对两名造谣者提起刑事自诉，最终两人因诽谤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今年7月底，95后女生因染粉色头发被贴上
“不正经”标签，家人也受牵连，女生在经过维权后起诉网暴者。
　　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的，是少数。事实上，被网暴人有的不懂如何
以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真正走法律途径也非易事。以谷女士案为
例，政法机关成立专门办案组分别赶赴北京、四川、广东等多地调查
取证，仅取证过程就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盘
76张。
　　此前，某大学学姐网暴学弟性骚扰，称要让学弟社会性死亡，被
证实是污蔑后，反遭网暴。当施暴者成为被网暴人，这样的结局并非
大快人心，反而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每个人都是网络舆论场的一分
子，手执“按键”网暴别人、伤害别人之时，恰是给了利刃反向刺伤
自身之机。
　　根据微博发布的《网暴治理报告》，截至7月31日，微博共处置
账号1.8万余个，处置内容1931万条。
　　针对网络暴力，政府有关部门已大力出手，通过建立完善监测识
别、实时保护、干预处置、溯源追责、宣传曝光等措施，进行全方位
治理。相关平台进行技术针对性升级，如微博上线“一键防护”、调
整私信规则、健全完善网暴信息的标准和样本，精准整治网络暴力，
廓清网络言行的边界，让网暴者为言行切实承担法律后果。我们期待
这些举措能行之有效，给网暴者以震慑，给被网暴人以信心，让躲在
屏幕后的黑手无所遁形。

“按键伤人”防不胜防

要给网暴者以震慑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海南8月13日电　今天上午11
点，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雅居乐
体育馆内，山东省支援海南核酸检测队队
员潘丽娇迈步走进一个灰色舱体，开启一
天的核酸检测工作。这座由山东省支援海
南核酸检测队建设的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
（以下简称气膜实验室），已正式投入
使用。
　　体育馆内，4个巨大的灰色拱形舱体

在木地板上一字排开，每个舱体长16米
宽4米，可容纳20人同时在里面工作。自
右向左舱体上依次贴着B1、B2、B3、B4
的标号，还有“山东核酸检测队”的
标志。
  这座气膜实验室从第一个零件入场到
完全建成投用，只用了20个小时。
　　8月11日早上8点，气膜实验室及设备
运抵体育馆；
　　8月12日凌晨2点，气膜实验室搭建
完成；
　　8月12日10点30分，气膜实验室开始
接收首批标本，日检16000管；
　　8月13日，日检测量超过21 0 0 0管
样本。

　　“我们每天可以检测5万管。”山东
省支援海南核酸检测队队长巩怀证介
绍，气膜实验室共配备100名山东省核酸
检测队队员，实行24小时轮班检测。
　　气膜实验室工程师刘华清介绍，气膜
实验室与方舱实验室不同，方舱实验室的
5个舱均独立开展试剂配制、处理标本、
核酸提取、基因扩增等工作，类似于五支
部队组成的集团军，又类似于并联线路；
而气膜实验室的4个舱是流水线作业，按
照试剂配制、标本处理、核酸提取、基因
扩增四个舱开展工作。
　　气膜实验室一区组长潘丽娇说，她今
天是第一个班次，从早8点入舱，负责一
区的试剂配制，一区配置后传递给二区开

始正式检测工作，首先是进行加样，然后
传递给三区进行核酸提取，四区是基因扩
增和出具报告环节。
　　记者注意到，这四个舱既相互独立又
相互连接，舱体之间有连接体。“由于四
个舱的功能不同，人员不能互相接触，中
间靠传递窗输出输入。”刘华清说着带记
者从透明窗口往里看，看到身穿防护服的
队员正在工作。
　　“我们的队员随时待命，只要有样
本送来，我们随时可以投入到检测工作
中。”巩怀证说，随着海南全省全员核
酸检测的持续开展，气膜实验室的投用
将 有 效 缓 解 当 地 及 周 边 核 酸 检 测 的
压力。

援琼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投入使用

　　□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辛 凯　李 超

　　皮肤黝黑、身材魁梧，虽是长辈看好的种
地好把式，但王笃春务农，最初却是出于
无奈。
　　“1993年中学毕业时，兴出去打工。我家
里有地有老人，绑在了地里。”现年46岁的平
原县腰站镇锅培口村党支部书记王笃春回忆。
绑在地里的王笃春，心思并不受束缚，他种
粮、种菜、贩棉花，并在贩棉花中掘到了“第
一桶金”。“那时候鲁西北都是产棉大县。从
1999年到2010年，收了11年棉花。当时夏津县
新引进一家棉花加工企业，我们借势建了一家
棉花加工厂，通过供销合作，当年收回了100
万元的建厂成本。”
　　随着鲁西北地区种植结构调整，王笃春发
现了新的市场。“前期到天津采购棉花，发现天
津不种棉花，种春棒子。2014年，鲁北地区玉米
价格在每市斤1.38元，天津是0.6元，我们开始转
型收购粮食。”当年，王笃春从天津运回7万吨玉
米，并配套建设烘干塔，一周时间投入使用，
一个月收回烘干塔建设成本50万元。
　　2014年开始，王笃春在县供销社、县农机
服务中心和镇上的指导帮助下，成立泽丰为农
服务中心，购置先进农机设备，新上3座烘干
塔，开始从事农机社会化服务。
　　2019年，王笃春成为锅培口村党支部书
记，当时全村面临人均耕地少且种地收入低的
难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托管村民的土
地，但是种地这个活，投资大、回报慢、风险
大，十里八乡没听说谁种地挣到钱了，家人朋
友都不愿意。”王笃春说。
　　面对村民的疑虑，王笃春采取“1000元保
底+二次分红”模式，实现亩均增收600元。自
2019年至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模越来越
大，辐射周边9个村7000余亩地。“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给老百姓分红，给集体增收作贡献，
相当于农业增收的大蛋糕，更多切给了老百
姓。”王笃春说。
　　2020年9月，在腰站镇党委、政府的指导帮助下，王笃春利用水
库占地资金发展4个康乃馨大棚，并当年收回成本。随后，王笃春又
带领村民发展水果种植、畜牧养殖、果蔬采摘、旅游休闲等特色产
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21年锅培口村集体收入达53万元。
　　今年，王笃春先后荣获平原麦季“粮王”、平原共产党员榜样人
物等荣誉称号，但王笃春觉得自己做得远远不够。“收益始终是合作
社的生命线。今年康乃馨大棚由4个扩展到18个，计划新上鲜食玉米
加工项目、康乃馨花茶烘干项目。”王笃春介绍。
　　一路走来，王笃春为农服务的信念愈加坚定。采访最后，他向记
者提出了请求，“你们接触的人多，帮忙联系对接下农村电商人才吧。
我们从种到收，再到加工都没问题，但销售是薄弱环节。现在虽然是玉
米销售淡季，但网上淡季不淡，我们急需嫁接电商捆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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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毕胜 报道
  连日来，不少市民在济南市佛慧山济南人防初心长廊避暑
纳凉。
  初心长廊是济南市人防办利用早期人防工程，改造提升打造的集
党史学习教育、济南发展史、人民防空发展史、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防空防灾知识普及、休闲娱乐、体育健身为一体的人防综合服务体，
入夏以来，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和好评。

　　□　本报记者 彭辉 陶相银

　　“看到风景就拍照，结果这一路没
舍得放下手机。”日前，在荣成市成山
镇海边，济南游客于晓飞说。于晓飞所
指的“风景路”就是威海高标准打造的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
　　“住宿爆满，吃饭一座难求。”这
是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哈雷驿站负责人
贾春林近两个月的感受，近期，他每天
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哈雷摩托车
队，带领他们在自驾旅游公路上驰骋
观光。
　　浩瀚无垠的大海，峰峦起伏的青
山，催人泪下的红色故事……以景引
路、以路为景，威海用一条总长1001公
里的公路，将海、湾、滩、岛等海景资
源，与昆嵛山、马石山等山景资源串
联，实现“山海融合”，同时串联起全
市90%以上的文旅资源，把整座城市变
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大景区”。
　　在山东泰山文化和旅游规划设计院
院长常德军看来，威海打造千里山海自
驾旅游公路恰逢其时，“立足威海打造
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发
展目标，后疫情时代大众旅游对户外、
康养、周边、近郊游的市场需求，这条
公路的打造，既顺应了全国旅游市场的
发展趋势，又放大了威海的山海优
势。”
　　自驾旅游公路让威海的全域旅游资
源实现了交通上的串联，也与日益火爆
的自驾游、深度游相契合，为全域旅游

蹚出一条新路。威海市大数据中心提供
的数据显示，自驾旅游公路自去年5月1
日开通以来，单日自驾客流量最高突破
40万人次；定制游、高端游等复合型度
假产品有效拉动景区收入的倍速增长；
2至3天深度体验游占比提升80%。
　　“今年，生态采摘、旅游休闲的游
客很多，光是来研学的中小学生就有五
六千人了。”在乳山市南黄镇的威茗茶
园，总经理徐彬说，许多优秀特色农产
品都面临着如何打开市场的难题，而自

驾旅游公路就是破题之举。
　　同样，在荣成各处的海草房民宿、
渔家乐，在文登各处的山村民宿、采摘
园，蜂拥而至的游客挤满了客房和餐
桌，也用特色农产品填满了后备厢。根
据对60个乡村旅游打卡点的数据统计，
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拉动沿线乡村群
众增收超过10%。
　　目前，自驾旅游公路已串联沿线4
个滑雪场、9处天然温泉、14个国家级
海洋牧场、49家A级景区、474处红色印
记，与全市推进乡村振兴的80个样板片
区、100个产业基地紧密结合，辐射带
动百余个田园综合体、休闲采摘园、农

家乐协调发展。这条路以开放与共享的
经营模式，吸引各行业与旅游业主动融
合、合力联动，成为一条带动沿线城乡
共同发展的致富路。
　　近两年，“带着房子去旅游”的游
客越来越多。日前，来自辽宁、安徽、
上海、广东等地的50多辆房车集聚东浦
湾·房车驿站，这是一场由一家房车俱
乐部发起的房车游活动，游客有150多
人。“这条路不仅适合自驾，更适合旅
居。每次车友会活动，我们都把威海列
为必来的一站。”活动负责人宋恩涛
说，“因为所有车友都知道千里山海自
驾旅游公路，也都向往这条路。”

　　房车游的火爆是威海文旅从线上流
量向线下留量的生动实践。为让千里山
海自驾旅游公路成为激活文旅消费的爆
发点，威海实施了多场营销“引爆”行
动，在面向全国开展路名、LOGO和广
告语征集活动中，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
的广泛参与；在寻找“最美打卡地”活
动中，实现1.1亿次网络流量热度。千
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声名鹊起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条路了解威海、爱
上威海，为城市营销开拓出一条新思
路。据统计，一年多来，威海多次入围
全国热门旅游度假目的地榜单，目的地
热度上涨达492%。

1001公里的自驾旅游公路，串联起威海90%以上文旅资源

“千里风景路”激活区域文旅消费

  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为全域旅游蹚出一条新路。（□记者 彭辉 陶相银 报道）

　　□　本报记者　李明

　　盛夏时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百鸟翔集，一种体态优
美，有着黑色羽翼、红色双足的水鸟格
外显眼，它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东方白鹳。
　　记者用望远镜看一个鸟巢，3只幼鸟
正在成鸟身旁休憩，不时地转头梳理羽
毛。旁边工作人员说，去年只有两只成
鸟，今年2月份它们成功在野外繁殖了3只
幼鸟带回来了，如今已是5口之家。
　　东方白鹳的传统繁殖地并不在黄河
三角洲，现在缘何在此生儿育女？记者
来到黄三角自然保护区，探访东方白鹳
安家的故事。

从露面到繁殖

　　在保护区工作近30年的高级工程师朱
书玉，见证了东方白鹳在这片湿地上的繁
殖史。
　　他告诉记者，东方白鹳幼鸟在父母
的悉心呵护下会变得高挑修长，身姿轻
盈婀娜，浑身透着“高贵范儿”。当幼
鸟的翅膀长度接近成鸟，经过一段时间
练习，就能熟练地跟随父母外出，学习
捕食技巧。
　　夏季，保护区内植被茂盛、食物丰
富。记者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看到3只
幼鸟不时随父母到附近湿地觅食，长腿涉
于水中，长喙精准出击，姿态优雅。在它
们周围，数只东方白鹳或在水面上觅食，
或舞动着硕大的翅膀，展现出优美的
舞姿。
　　“东方白鹳通常在北纬40度以北的高

纬度地区繁殖，而越冬地在长江流域到珠
江流域之间。它们是纯肉食性鸟类，以鱼
虾蟹为主要食物，黄三角湿地能为其提供
不错的觅食环境。”朱书玉说。
　　东方白鹳首次出现在黄三角湿地是20
多年前。1997年，国际湿地中国项目办事
处与大洋洲办事处合作开展中国沿海鸟
类调查。4月27日，朱书玉和同事以及两
位国外专家正在一千二管理站孤北水库
附近开展调查，水库北侧的沼泽湿地
里，一群白色大型涉禽引起朱书玉的注
意，他赶紧拿起望远镜看去。“是东方
白鹳！”朱书玉兴奋地喊了起来，随即
调查团队赶紧记录下了这一珍贵影像，
一共19只，这是黄三角地区关于东方白鹳
的首次野外确认。
　　“回去我们分析原因，普遍认为是那
片湿地保护管理得很好，为它们提供了良
好觅食环境。”朱书玉说，从那时起，保
护区每年都会组织东方白鹳的调查监测，
也更加注重对湿地的保护。
　　此后，在黄河三角洲监测到的东方白
鹳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而且活动范围和驻
留时间也有增加。2003年5月份，一个在
保护区周边做芦苇种植及生态旅游的企业
老板，打电话给朱书玉：“老朱，保护区
垦五圈东南侧700多米，一个油田废弃的
电线杆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巢，你来看看是
什么。”朱书玉马上赶到现场，发现正是
东方白鹳的巢，一只成鸟正在孵化。“这
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东方白鹳巢，很可惜，
最后孵化没有成功。直到2005年，在保护区
5万亩湿地修复区一号方台西侧高压线杆
上，一次性发现5巢，其中2巢成功繁育5只，
2006年又成功繁殖5巢。自此开启了东方白
鹳在黄三角地区的繁殖进程。”

筑巢引鹳

　　与东方白鹳种群和繁殖数量在黄河

三角洲不断增加相伴的，是这里湿地系
统的持续恢复和栖息条件的不断改善。
　　2000年初，由于湿地补水受阻，加
之海水倒灌，造成湿地退化。为此，自
然保护区管委会申请了保护区二期续建
工程，在大汶流管理站规划了5万亩湿地
修复区。
  “湿地修复区规划了大坡比的深浅
水区、构建了多种微地形，并建设3条隔
坝，4条引水渠，多个连通闸，2003年春
进水，效果非常好。”朱书玉介绍，当
年发现东方白鹳近200只，丹顶鹤、黑嘴
鸥、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显著增加。
　　环境的持续改善，让越来越多的东方
白鹳打算在此安家。然而，黄三角地区没
有高大乔木，东方白鹳往往选择在高压线
杆做巢，这对电力安全是一种威胁，而巢
材缺失也让东方白鹳搭建的一些巢不那么
牢固。
　 “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5月1日，一
场大风，将一对东方白鹳在高压线杆顶部
忙活一周刚刚搭出雏形的鸟巢掀翻到地
上，心里很受触动。”朱书玉说，从那时
起他开始琢磨怎么为它们搭建人工巢，招
引更多白鹳来这安家。
　　随后，朱书玉查阅文献，开展巢穴调
查，研究东方白鹳繁殖习性，最终，设计
出了东方白鹳人工巢穴建设方案：15米高
线杆，埋地3米，地上12米，顶端搭建镀
镍钢制成的鸟巢骨架，设计直径从2.5到3
米三个型号。2008年冬，投资13万元搭建
的21个人工巢立了起来。
　　“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2009年春，
就有近70%入住。到现在我们陆续做了
115个人工巢，入住率将近80%。”朱书
玉说。
  此外，保护区还先后实施东方白鹳
栖息地保护工程，东方白鹳、黑嘴鸥栖
息地营造优化工程，极大改善了东方白
鹳栖息环境。

构建监测网

　　三脚架、照相机、望远镜、定位装
置……大汶流管理站51岁的高级工程师吴
立新，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背上装有
近10公斤装备的背包开始巡护，在每个鸟
类栖息地都要精准“打点”。
　　每天往返100多公里，巡检地点、经
纬度、种群状态及数量等数据都要认真记
录并上传到管委会科研中心。“这些数据
的积累对鸟类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吴立
新告诉记者。
　　巡护、监测的过程，是科学研究、开
展保护的重要环节。2006年，保护区出台
《东方白鹳保护规程》，从保护范围、措
施、制度、巡逻等方面作了具体规范要
求。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巡护监测制度，
三个管理站，每个站规划5－6条路线，每
周必须巡护一遍。“通过确定样线、样
点、样方，观察记录鸟类状态、植被分
布、水质、土壤、取食地资源状况等，从
而更有针对性开展保护。”黄河三角洲自
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亚杰说。
　　为更好地了解东方白鹳习性、迁徙路
径、健康状态等信息和生物学特性，为保护
提供更多有价值信息，2010年开始，保护区
每年都与安徽大学、中国林科院合作，为东
方白鹳安装卫星环志。“目前，已成功为73
只东方白鹳佩戴卫星跟踪器、彩环、金属
环，通过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实时掌握
野生鸟类繁殖、迁徙动态。”赵亚杰说，此
外，还安装高清视频监控50余处。
　　去年开始，保护区“天空地海”一体
化监测网络构建工作也正式启动。总投资
1679万元的生态监测平台，综合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物联网、遥感、雷达、无人
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借助“天空地海”一
体化监测网络，打造监控平台、展示平
台、科普平台。

东方白鹳新“产房”，为何是黄三角

人防工程里避暑纳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