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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救助的短肢领航鲸“海棠”通过专家评估即将放归大海，但能否顺利回归族群等问题仍存在未知

“海棠”能否顺利归家？
大海才是“海棠”的归宿，在状态良

好的情况下，越早放归越有利。
消息在工作群里接连不断，放归的

各项准备工作正在一步步推进，在“海
棠”的回家之路上，仍充满未知与挑战：
它愿不愿意回到大海、能不能顺利找到
族群、可不可以自主捕获食物、能不能够
适应自然环境……

蒲冰梅清晰地记得，2022年4月，
一头印太瓶鼻海豚“切斯”搁浅在海南
岛西海岸的昌江棋子湾，经过长达11
个月的救治和野化训练，2023年3月1
日上午，在距离岸边15海里左右的海
域，这头印太瓶鼻海豚在潜水员的守护
下入水后迅速消失，回归大海，“这是国
内首例搁浅印太瓶鼻海豚救治成功的
案例。”

放归“切斯”时，为了标记身份，研究
人员在它的背鳍上植入带有GPS定位
功能的电子芯片，当它浮出海面呼吸，人
们就能收到芯片发送的信号。但令人意
外的是，放归当晚卫星信号就出现在近
岸，第二天，渔民把再度搁浅的“切斯”送
回海中，但到了第三天，“切斯”再次回到
近岸。

2023年3月3日，蒲冰梅和蓝丝带
其他工作人员赶到昌江附近海域，和海
警一起把“切斯”从海里捞起来，又放归
到20海里之外的海域。“之后，可能是信
标脱落，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们再也没
有找到切斯的踪迹。”蒲冰梅表示，中科
院此次同样会给海棠装上GPS定位装
置，但他们会总结过往经验，密切关注海
棠放归后的动向，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
况，积极做好相关保障。

“无论结果怎样，我们会尽最大努
力。”蒲冰梅说。

（本报三亚5月9日电）

专家评估会通过，大家感到兴奋，
压力也迎面而来，因为更艰巨的任务
还在后头。

目前，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三
亚海昌水野救助中心正制定“海棠”
放归大海方案，尽可能想得周全，并
做好应对举措，全力保障“海棠”平安
归家。

“放归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广泛，需
要满足运输、海域、气候等多个条件，
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能出错。”蒲冰梅说。

“虽然没有同物种放归的经验，但
国内还是有其他水生动物成功放归的
案例可以参考借鉴，比如大连海豹、浙
江抹香鲸成功放归大海。我们把这些
案例都翻出来学习，从中寻找可行经
验，希望给‘海棠’铺出一条安全的放
归路。”三亚海昌水野救助中心兽医熊
春霖说。

“放归方案调整了一次又一次，
选用哪种船只、行驶哪条路线、配备
多少人力……这些都需要慎重考虑，
尤其是一些细节，以运输‘海棠’的水
槽为例，已经改了好几次尺寸。”曹政
说。从三亚海昌水野救助中心到放
归的海域，还有一定的距离，运输需
要一定的时间，水槽的作用至关重
要，既要让“海棠”待得舒服，又要方
便运输，长宽高的设计考验着技术。

“目前我们设计的水槽，高1米、长4.2
米、宽1.3米，带有6个滑轮和12个挂
钩。”曹政透露。

放归鲸豚的海域条件也需要精心
地选择。鲸豚属于社会性动物，因此
放归地点要尽量选择和原栖息地环境
相近的。“我们更倾向于500米水深，
并且有短肢领航鲸活动过的水域，让

‘海棠’尽快找到族群，过上群体生
活。”蒲冰梅说。

“经专家们评估，‘海棠’健康状况
良好，具备野外放归条件。我们计划
本月内根据海况、天气等条件择期放
归，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一起期待

‘海棠’放归大海。”5月7日，蓝丝带海
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从评估会现
场走出，第一时间对外分享了这则好
消息。这则消息让一直关注短肢领航
鲸“海棠”救助情况的社会公众兴奋不
已，纷纷为“海棠”送上祝福。

“通过专家评估会，意味着‘海棠’
踏上了回家的第一步。”蒲冰梅介绍，
整个评估包括审议“海棠”的日常摄
食、外伤恢复、血检及动物行为记录，
并现场观察判断动物行为和摄食状态
无异常，“‘海棠’通过了这场‘大考’。”

“现在，‘海棠’一天能吃12公斤
鱿鱼和2公斤鲱鱼，分4餐进行喂食。
它的体长也从搁浅时的3.6米长到了
3.7米，胸围从搁浅时的1.9米长到了2
米。”会场上，三亚海昌水野救助中心
生物保育部负责人曹政通过图片、视
频及报告向专家组介绍了救助“海棠”
的基本情况。

“短肢领航鲸的主要食物是鱿鱼，
在三亚附近海域，鱿鱼资源很丰富，而
且鱿鱼的游动速度比其他鱼类较慢，
更容易捕获。‘海棠’已经过野化训练，
捕捉鱿鱼没有问题，可能在放归大海
后需要时间适应。不过，我们会给它
装上装置，监测它在大海里的活动。”
曹政说。

“海棠”潜入水下吃鱿鱼的情景，
进一步增添了专家团队放归“海棠”成
功的信心。“说明它有自主摄食的能
力，这在自然环境生存中十分重要。”
蒲冰梅说。

除了论证捕食能力，专家团队还
对“海棠”的健康情况进行了评估。

截至5月2日，救助人员共对“海
棠”药物调整8次，初期以抗炎补液、
护肝、养胃止血为主，中期以预防感染
防止复发，补充水分及按计划停护肝
药为主，现阶段为营养支持，预防中
暑。

“大家一致认为目前身体健康状
态良好，具备野外放归条件。”蒲冰梅
说。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游动、翻转、进食……5月
7日，在三亚海昌水野救助中
心，户外大池里的短肢领航鲸
“海棠”相比平日里更显活泼。

当保育员用指引棒轻轻拍
打水面，并将鱿鱼丢往池内，“海
棠”随即游过来，一口吞下食物。

今年1月3日，一头雄性短
肢领航鲸在三亚海棠湾海域受
伤搁浅。在多单位协作下，被送
到海昌海洋生物保育中心救治，
大家为它取名“海棠”。经过专
业保育人员和爱心志愿者120
多天来的通力合作，“海棠”的状
态越来越好。

当天，除了“海棠”熟悉的
保育员、志愿者外，池子旁边多
了不少陌生面孔：由科研人员、
兽医等12人组成的专家团队，
正在对“海棠”的健康状况进行
评估。这场评估会，直接关系
到它获救120多天后，能否早
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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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良好的领航鲸“海棠”在户外水域自
主游动。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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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三亚救援力量救助搁浅的短肢领航鲸“海棠”。

5月7日上午，来自三亚市的十余名专家代表，对领航鲸
“海棠”的救治情况进行评估后，认为其具备野外放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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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街巷安装了一排路灯后，大家
晚上出行或散步既方便又安全，感谢巡
察组督促有关部门整改，为我们办成了
一件实事！”近日，屯昌县委第三巡察组
在回访乌坡镇乌坡社区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时，乌坡社区新风街道多名受访居民
高兴地说。

据了解，2023年9月，屯昌县委第
三巡察组对乌坡镇乌坡社区党支部等5
个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在新
风街道走访入户时，巡察组人员接到好
几名住户反映称，由于长期以来街巷没
有安装路灯，一到晚上，周边漆黑一片，

既影响了居民夜间安全出行，还存在一
定的治安隐患。经了解，乌坡社区新风
街道共有居民80余户210余人，作为当
地居民主要通行道路，这条街巷300多
米长，但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一直未能
安装路灯照明，这也让不少住户感到十
分困扰。

为此，该巡察组立即向乌坡社区党
支部负责人反馈该问题，督促其尽快解
决群众夜间出行难的问题。随后，乌坡
社区党支部书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
反馈的问题进行深入核查，乌坡镇党
委收到问题反馈后，也及时协同有关

部门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最终，在镇、
社区两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乌坡社
区整合资金在新风街道街巷安装了12
盏太阳能路灯。如今，每当夜幕降临
时，屹立在街巷里的一盏盏路灯就会自
动亮灯，在明亮的路灯下，居民散步聊
天、孩童围聚玩耍等一幕幕场景让人
倍感舒坦。

“群众利益无小事，巡察就是要切实
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切实达到‘巡察一
批、带动一片’的效果。”屯昌县委巡察办
主要负责人表示。

（撰文/玉荟 余军军 杨丽）

屯昌：巡察解民忧 照亮出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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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巡察组！如果没有你们，
渠道坍塌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
复好呢……”日前，昌江黎族自治县
委巡察组回访时，该县海尾镇海农村
村民激动地说。这件事情还得从十
三届县委第八轮巡察说起。

今年2月，十三届昌江县委第八
轮第四巡察组进驻海尾镇，对镇党委
及所属的进董村党支部、沙地村党支
部等14个党组织开展巡察。巡察组
进驻后，第一时间就向县政务服务中
心发去提请协助函，要求提供被巡单
位近五年来办理的工单。巡察组组长

凭借丰富的巡察经验，组织巡察干部
仔细查阅工单，并就投诉的有关问题
进行实地走访，果然发现了问题。

“调取的工单上显示，渠道坍塌
口已经修复好了，可实际上并没有完
全修复好，被冲倒的树木也没有重新
种起来。”巡察组干部在实地查看海
尾镇海农村广坝干渠补水渠道后说。

今年2月初，海尾镇海农村村民
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
映，海农村广坝干渠补水渠道损坏，
水流冲倒群众栽种的林木。在调取
的“12345”热线工单上显示该问题

已解决，但经巡察组实地查看后发现
该问题虽已采取措施将补水渠道口
部分缺口堵上，但仍存在缺口，导致
水流不断冲刷渠道口的泥土，渠道口
部分林木坍塌。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群
众反映诉求、倾听群众建议的便捷渠
道，是政府感知社情民意的“传感
器”。工单办理糊弄应付，不为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其背后是作风问题，
是不担当、不作为的表现。详细了解
问题后，巡察组立即召开组务会研
究，并报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后，向海尾镇党委下发立行立改通知
书，要求主动担当，尽快调动人员进
行维修将该问题解决，不能让便民

“热线”变“冷线”。通过巡察监督推
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渠道坍塌
口就被修复好了，被水流冲倒的林木
也将在雨季后重新栽种起来，当地群
众的烦心事终于得到了切实解决。

“巡察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
问题，巡察组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
式推动‘12345’热线实起来，群众的
心也‘暖’了起来。”昌江县委巡察办
主要负责人表示。 （撰文/林婷）

昌江：让“12345”热线实起来
“阳光乡村平台是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的好

平台，加强对村级集体资金管理很有必要。”
“集体资金要及时整理公开公示，让群众对

收支情况一目了然。”
……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村集体资金管理

工作协调会上，参会人员就如何做好农村集体
资金管理畅所欲言。

今年以来，昌江县纪委监委坚持把规范村
级集体资金管理作为加强基层治理、持续深化

“清廉村居”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村民小组集
体资金存在财务监管盲区等廉政风险，该县纪
委监委会同县级相关部门做好村集体的清产核

资，明晰产权归属，切实摸清家底，着力推进村级
集体资金规范管理。比如，推动该县农业农村局
牵头成立由财政、林业、资规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等
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各乡镇组织开展“清资产、清
项目、清产权、清合同”专项活动，通过查阅村级管
理档案、发包合同等原始资料，全面摸清农村集体
资金家底，并登记造册形成村集体“三资”台账。

在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昌江探索建立
“村组自查+乡镇核查+专班复查”工作模式，定
期对农村集体资金新增核减情况进行盘点和监
督检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提升资金管理廉政
风险防控能力，同时，探索建立制度机制，推动
实现资金全程留痕可追溯。 （撰文/ 陈旭东）

昌江：多举措规范村集体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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