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江：带高校学子在沉湖湿地实习武汉晚报讯（记者张衡 通讯员王佩
玺）9月11日上午，蔡甸区沉湖湿地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冯江坐在办公室
内，与一所在汉高校工作人员电话沟通
学生实训课。今年夏天，已有3所高校
将野外实训课程设置在沉湖湿地。

冯江的办公桌上，《中国鸟类野外手
册》《湖北自然观察手册》《武汉鸟类图
鉴》等一摞书籍摆放在桌角，有些书因长
期翻看书页微卷。“学生们过来，我都会
查阅专业书籍提前备课。”冯江说。

11日当天，武汉科技大学环境工程
专业76名学生来到保护区，冯江向学生
们介绍保护区发展历程、动植物资源，以
及湿地保护修复等内容。

在一处湖岸，远处飞鸟掠过湖面，冯
江向学生们介绍，2019年以前这里是连
片的鱼塘，“退养还湖”短短几年时间这
里长满芦苇。今年8月，鸟类调查就记
录了59种17706羽鸟类，不少鸟类就生
活在芦苇荡里。他还为学生们介绍了
莲、野菱、菰等湿地常见的动植物资源。
在七壕保护站演示了智慧湿地系统。

半天授课，冯江的面颊、手臂被晒得

通红，“希望对学生们有所帮助，也欢迎
他们今后再来。我们可根据学生专业，
增加如水质监测、植物调查、鸟类观测等
教学实习内容”。

冯江2008年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
来到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从事湿地和鸟
类保护工作。16年的坚守，他成了最熟
悉保护区的人。

“沉湖湿地的科普宣教、科学研究等
社会功能正不断释放。各大高校中小学
主动联系我们，希望将课堂搬进湿地。”
在冯江看来，沉湖湿地研学热也为湖区
百姓带来生态红利，带动了当地住宿、餐
饮等消费业态，实现湿地保护与开发、生
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冯江为大学生们做辅导。 记者张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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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下午，“AI护航，豚跃长
江”江豚认养仪式在湖北洪湖老湾豚类
研学基地举行。

据了解，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
是长江上最早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区
之一，多年来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联合建设长江江豚野化训练基地，
先后迁入5头长江江豚进行适应性训
练，并于2023年4月放归两头至长江干
流。

为进一步推动长江大保护工作，保
护区联合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开展
本次江豚认养仪式。仪式现场，在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的指导下，一企业正式认养“编号
1575”长江江豚。这是该企业公开认养
的首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认养企业受颁长江江豚认养证书，以

“编号1575”江豚为原型的数字形象和
原创周边正式发布，征名活动也在认养
仪式上面向全国民众同步开启。

为江豚种群复壮赋能

活动当天，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湖
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嘉宾出席了此次仪式。

对于企业认养江豚这一举措，与会
嘉宾给出了积极评价。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
丁表示，该企业是首个认养具有野化
放归计划江豚的企业，不仅心系长江

江豚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的发展，更
希望通过这次认养促进野外江豚种群
的恢复，对长江大保护提供支持。“我
们非常期待这头‘编号1575’的江豚回
归长江后，能够为野外江豚种群恢复
作出贡献。”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
梅志刚博士表示，企业此次认养长江江
豚，将从三个层面带来积极影响。一是
投入更多资金支持江豚野化放归等一
线保护工作，为长江江豚种群保护作出
贡献；二是发挥企业带动作用，通过数
字形象发布、互动征名、周边开发等科
普宣传新形式，号召更多民众关注和支
持江豚保护事业；三是发挥科技企业特
有优势，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
术投入江豚保护工作打下基础。

野化训练后计划放归长江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企业认养的
“编号1575”长江江豚为雌性，体长138
厘米，体重36.4公斤，最大体围83厘
米，推测年龄为4岁—5岁，已接近身体
性成熟。

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编号1575”
的“小姑娘”性格活泼、水中行为表现丰
富，经常与保护区内另外两头雄性江豚
一起开展围猎合作。

此次认养活动所得的公益捐赠善
款将用于支持“编号1575”江豚为期一
年适应性训练工作。待“编号1575”完
成训练，适应长江流域水温流速、捕食
环境和航段情况，达到基础放归标准

后，“编号1575”江豚将计划从湖北洪
湖老湾故道进行放归尝试，最终回到长
江怀抱之中。

江豚生态地图及观测指南
即将发布

据悉，早在2023年10月，该企业
与中国国家地理·频道正式宣布“追豚
计划”开启，启动全球首份野生江豚观
测指南的勘测与制作工作。此次认养
长江江豚是“追豚计划”中的关键行动
之一，也是该企业继2021年与天鹅洲

保护区达成合作、捐赠国内首套新IT
智慧生态保护解决方案后，在江豚保护
领域的最新探索实践。

通过发起和策划一系列“追豚行
动”，该企业希望能够让公众更加直接、
生动地感知到长江江豚物种数量的恢
复，从江豚种群的回归看到长江生态的
转折性变化。目前，长江江豚生态地图
与观测指南的制作工作已进入尾期，即
将上线与公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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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575”江豚被认养
完成野化训练后计划放归长江

梅志刚介绍长江江豚野化放归工作。 高宝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