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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道：
昨天，本报刊发的《广州海珠湿地发
现一昆虫新物种》，吸引不少科普爱
好者关注。他们发出“好奇之问”：海
珠斯萤叶甲是如何被发现的？海珠
湿地为何有这种罕见新物种？

经记者采访了解到，2020 年 7 月，
广州海珠湿地与广东省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合作，启动昆虫多样性调查，
全面客观地评估海珠湿地昆虫多样
性的状况。

调查团队在海珠湿地各公众开
放区、限制开放区和湿地保育区内共
安装采样点 28 个，调查主要以马来氏
网法、陷阱法、飞阻法为主，以扫捕
法、黄盘法、灯诱法作为辅助调查方
法，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评估该地区
昆虫多样性现状。

在此次调查中，一个瞩目的成果

当属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杨星
科研究员团队发现鞘翅目叶甲科萤
叶甲亚科斯萤叶甲属，团队将其命名
为海珠斯萤叶甲。

据介绍，在此之前，斯萤叶甲属全
球共有 25 种，国内明确记录共 11 种，
以西南地区分布为主，之前在广东记
录有 3 种。此次采集的两头斯萤叶甲
属标本经调查团队查阅相关文献、检
视大量国内外模式标本并对标本进行
解剖鉴别后，确定这种斯萤叶甲不同
于以往发现的任何一种斯萤叶甲，是
世界首次报道的新物种。

该物种在海珠湿地核心保育区
内，以马氏网及埋罐采集所得，附近为
芒果、黄皮等果树。对比相关类群的
生物学特性，专家进一步推测其幼虫
可能在地下取食植物根部生长。

在公众的认知内，城市公园的物

种多样性一般会比较匮乏，“但是，海
珠湿地昆虫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
颠覆了我们的想象，”杨星科说，“根据
这一年多的监测和调查，以及我们目
前掌握的标本数量和类群，我相信海
珠湿地内不止这一个新物种，未来还
会有更多的新物种有待发现。”据介
绍，截至今年 7 月，此次昆虫调查采集
所得标本已基本完成目级阶元标本的
整理，所获标本达 15 万余号，新增记
录 1 目 26 科 192 种，昆虫种类由原来
的346种提升至535种。

“此次发现的海珠斯萤叶甲极具
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说明在有人工
干预的情况下，海珠湿地的自然生态
环境是良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是有成效的，”杨星科表示，“新物种
的发现为世界增添了科学财富，丰富
了生物多样性。”

专家推测：海珠湿地不止一个新物种

丰富居民精神生活C

停靠站：广州南沙大岗镇灵山社区
A4

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卫轶 / 美编 张江 / 校对 黎松青
总站：

共建大岗暖心社区
文艺演出文艺演出礼赞礼赞美好生活美好生活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10月31日，2021年文
化大篷车社区行暨第十届
广东十大文明和谐社区示
范活动来到广州市南沙区
大岗镇灵山社区站，在这
里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演
出活动，展示大岗镇人民
群众幸福的美好生活。

本届文化大篷车社区
行活动主题为“十载坚守
促 和 谐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发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州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广州市民政局共同
指导，广东省物业管理行
业协会、广州市社会工作
协会、广州市志愿者协会、
广州市羊城公益文化传播
中心联合主办。

作为广东省首批宜居
示范城镇及“全国综合实
力千强镇”的大岗镇，近年
来经济发展迅速、乡村振
兴稳步推进、文化教育事
业、民生事业蓬勃发展。
“十四五”期间，大岗镇正
充分发挥区位、生态、文化
等优势，向着高端装备制
造区、岭南文化旅游区和
都市型现代农业区的发展
方向不断迈进。

10月31日上午9时许，在大
岗镇灵山社区广场上挤满了居民
群众，等待观看文艺演出。9时30
分，活动在一曲轻快优雅的广东民
乐中拉开了序幕，由岗城乐社和潭
江乐社合奏的民乐《步步高》，曲风
悠扬轻快，让人领略岭南乐韵之优
美；歌曲《天佑中华》铿锵有力，让
人心潮澎湃；粤曲《血溅鸳鸯楼》粤
韵悠长，让人意犹未尽。由灵山幼
儿园老师们表演的舞蹈《舞动中

国》，充满朝气、活力满满；一曲热
血《中国，我为你歌唱》红歌，将活
动推向了高潮。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外，大岗镇灵山社区居委会还准
备了礼物，进行抽奖赠送，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居民群众脸上洋
溢着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文艺演
出的节目都是由大岗镇本土培
育的社团表演的。据了解，灵山

社区有 6个文体类社团，其中粤
韵乐团、育雄武术队、灵山舞蹈
队都是大岗镇优秀的社团代表。

大岗镇副镇长王嘉健表示，
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单元，社区
的建设工作关系着社会平安和谐
和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坚持为
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增强社区为
民、便民、安民的功能，做到居民
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
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近年来，大岗镇灵山社区围
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重点开展
社区环境提升、疫情防控等工
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环境提升方面，对灵山公
园整体进行提升，从原来的设
施老化、道路破损，到现在的整
洁干净舒适。尖沙咀小花园的
改造，从设施年久、绿化杂乱到
现在观景平台、雕塑小品，园
路、喷泉设施的设立、绿化种植

的规整，给附近居民一个休闲
的场所。环城东路文化墙的升
级改造，从以前的外墙脱落、较
多车辆乱停放的状况，经过修
缮墙体及张贴环境卫生宣传
语，成为了路边一个赏心悦目
的宣传长廊。

在去年疫情期间，灵山社区
共 164 名党员参与到“并肩战
疫”“疫情有爱，情系长者”等志
愿服务活动中，累计服务群众

4000 余人次，向群众派发宣传
资料 4300 余份，向长者派发口
罩 561个，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
和认可。

凭借着社区建设治理工作
中的突出表现，灵山社区先后获
南沙区社区党建工作示范单位、
广州市 2019 年度容貌示范社
区、2020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广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等称号。

灵山社区用丰富的文体
活动、便利亲民的公益服务打
破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阻隔，
呈现出邻里和睦、温馨共处的
和谐景象。

不仅仅是灵山社区，整个
大岗镇文化氛围浓厚。就在
10 月 29 日上午，大岗籍国家
一级演员郭凤女成立的粤剧
工作室，分别在大岗镇岗城小
学 和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揭
牌。工作室挂牌成立后，将在
镇内营造学唱、爱唱、唱响粤
剧的浓厚艺术氛围，大岗镇也
将在宣扬岭南传统文化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把该镇的曲艺
文化事业再创新台阶。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大岗
镇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建
设，近两年该镇指导成立曲艺
协会 7个，成立各类文体社团
20 多个。镇财政对群文社团
提供资金扶持，文体部门对各
群文社团的创作编排提供专
业意见，积极选送作品参加比
赛、表演。两年来年均组织创
作并展演的作品10件以上，各
群文社团每年参加比赛、演出
活动 15 次以上。其中岗城曲
艺社、乐天曲艺社原创作品

《十八罗汉赏花颂》《党的光辉
历程》、岗韵艺术协会《永远跟
党走》等作品均在市、区各项
文艺评比中取得佳绩。2015
年到 2021 年大岗镇共 8 个社
团 12 次入围南沙区培育扶持
名单并将获得 10万元扶持经
费。今年大岗镇成功举办了

“一首好歌献给党”歌艺比赛、
“舞出岗城风采”广场舞大赛、
评选“大岗镇十八道美食”和

“庆祝建党百年”摄影比赛等
高品质有亮点的文化活动，切
实做到以文化活动为抓手，真
正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文艺汇演丰富多彩A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B

今年 11 月是广东省暨广州市
第三十一届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
10月31日上午，以“万物和谐 美丽
广东”为主题的宣传月活动启动仪
式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拉开序
幕，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
现场宣传、普及生物多样性、野生动
物保护等知识，呼吁公众积极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行动，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的陋习，倡导健康文明饮食新
风尚。

广州野生动植物资源
在增加

“前不久，在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中，科
研人员发现了我国叶甲科昆虫新物
种——海珠斯萤叶甲，目前该成果
已在昆虫分类国际性学术期刊《昆
虫分类学报》发表。”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上，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俞雅丽的一番介绍吸
引了人们的注意。

在城市中心公园发现新物种，
是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和恢复向好的
重要标志，俞雅丽介绍：“此次发现
的海珠斯萤叶甲，丰富了广州市物
种的多样性，为昆虫研究增加了新
的对象，对于农业害虫防治、生态保
护、科教宣传、生物进化研究等多方
面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广州每十年就会开展一次陆生
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最近开展的调
查显示，广州共有陆生脊椎动物457
种，陆生野生植物有维管植物3516
种。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
员胡慧建表示：“数据比第一次有明
显增加，一是总的物种数量在增
加，二是城区的动物数量增加非常明
显，特别是在候鸟方面。这说明广州
近几年的生态建设非常有成效。”

呼吁公众参与野生动
物保护

“不以食用野生动物为乐，不以
用野生动物招徕来客为荣，不参与并
自觉抵制乱捕滥杀野生动物的行为，
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当天上午，志愿者在宣传月活动启动
仪式上发起了保护野生动物、禁食野
生动物的倡议。倡议书鼓励市民发
现不明原因受伤、染病、死亡的野生
动物时，应及时向保护野生动物主管
部门报告，当发现在市场违规经营、
在餐饮单位违规食用野生动物时，向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据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统计数
据，今年截止到10月26日，广州市级
共处理野生动物救护求助件237宗，
接收救助动物1199只（条），及时处
理蛇入屋、猴子扰民等事件。

“近年来，广州关于野生动物的
刑事案件数量下降了很多。”广州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的池炳
威介绍，由于市区生态环境在好转，
办公室零星收到市民报告的遇到野
生动物的案例数量有所增加。“比较
常见的情况一是在鸟类繁殖期时一
些小鸟从鸟窝掉下来，另一个是在野
外遇到蛇类或蛇进屋。我们一般建
议市民尽量不要惊扰到野生动物，紧
急情况下可拨打110或 12345，联系
林业部门专业人士到场救护。”

记者了解到，保护野生动物宣
传月期间，广州相关部门和公园景
区将组织观鸟护鸟摄影、水鸟生态
廊道建设阶段成果展示、“探秘水底
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等系列
活动，通过进社区、进公园、进校园、
进景区等方式，大力宣传保护野生
动物的法律法规，倡导健康文明、绿
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问：发现受伤或迷途的野生
动物怎么办？

答：不要盲目进行救助，因为
一般市民不了解相关的救护常
识，也不知道小动物身上是否带
有病菌，可将其保护起来，然后拨
打 110、12345，及时与林业部门
联系。

问：发现涉野生动物违法行
为怎么办?

答：请拨打 110、12345 或者
向广东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举
报。电话 020-31020110;举报邮
箱:gdf_wg@gd.gov.cn

野生动物救护
小常识知多少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讯员赵雪峰报道：10
月 26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出第88号公告，正式公布《广州市排水条例》（以下简
称“排水条例”）。10月 31日，作为排水条例中约定的
条例组织实施方，广州市水务局对排水条例进行解
读。排水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起实施。

统筹雨水污水分流改造

根据排水条例，广州未来的排水方面的事务需
要按照排水条例的要求进行。如要求新建区域应
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已建成实行雨水、污水合流
的区域，应当按照排水规划以及水环境治理的要求
进行雨水、污水分流改造；在城市更新和道路建设
时，统筹雨水、污水分流改造。新建建筑物楼顶公
共天面应当设置独立雨水排放系统；阳台、露台应
当按照住宅设计规范设置污水管。

在实行雨水、污水分流的区域，禁止混接污水
管网与雨水管网。对于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方面，新
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海绵城市建设
和防洪排涝相关要求，采取雨水滞蓄、利用、渗排、
净化一体化等源头减排控流措施，发挥建筑、道路、
排水设施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作用，削减雨水径流，确保建设后的雨
水径流量不超过建设前的雨水径流量。海绵城市
建设应结合广州山水林田湖草自然地理格局，保护
水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城市防洪排涝标准。

这些水可以排进“雨水管”

名曰“雨水管”，依据排水条例到底哪些水可以排
进去呢？根据排水条例要求，在实行雨污分流的区
域，排水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工地
内的雨水或者地下水、工业生产产生的空调冷凝水、
游泳池换水或者检修泄水、景观水体出水、温泉池排
水可以达标排放至雨水管网或者自然水体。

对于在广州已实行雨污分流区域将污水排入雨
水管网的，排水条例规定责令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
为，拒不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的，依法作出处理决
定的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自责令停止或者改正违
法行为的次日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实施按
日连续罚款处罚。

《广州市排水条例》明年3月
1日起实施

城市新建区域
应当实施雨污分流

广州生态建设见成效
野生动植物资源明显增加

文/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实习记者 周坚鑫 通讯员 穗林园宣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保护野生动物

宣传月来了!

新闻加点料

海珠湿地新物种海珠斯萤叶甲发布海珠湿地新物种海珠斯萤叶甲发布

大岗镇灵山社区文艺演出现场大岗镇灵山社区文艺演出现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通讯员来穗宣报道：10
月 31 日，2021 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排名靠前人员
名单在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挂网公
示，公示时间至11月5日。

今年积分制入户工作于 8 月 1 日—31 日接受申
报，共有 2.7 万人提交积分制入
户申请。年度指标为10000个，
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参照往
年工作情况，设置约5%冗余量，
最终有10500名申请人收到“排
名靠前”的反馈结果。经原件核
验并签名确认、成功受理的申请
人再次进行排名并公示。公示
后将公告最终确定入户名单，并
签发入户卡。

积分制入户排名靠前
人员名单公示

排名靠前人员名单
扫码可见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报道：10月
31日晚，由第五届文创产业大会·天河峰
会组委会主办，天河文创产业协会等单
位承办的“了不起的广州·海心沙之夜”
国潮时尚文化活动，拉开第五届文创产
业大会·天河峰会暨广州国潮节的序幕。

本届文创大会以“文化创新，数字赋
能”为主题，“文化科技融合”为主线，突显
创意经济和新国潮。据悉，天河峰会开幕
式及系列主题论坛将于11月22日-26日
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峰会重点关注数字文
化、创意设计、文商旅融合、影视产业、文

化出口等新趋势、新热点；广州国潮节作
为本届文创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创
为媒，让具有民族文化元素或自有知识产
权要素所形成的新产品、新应用、新场景
所形成的新国潮成为新风尚。

据悉，“了不起的广州·海心沙之夜”
作为广州国潮节第一场主题活动，通过
艺术演绎、歌舞表演等方式，展示文化艺
术、数字创意发展的新时尚、新国风、新
潮流。比如，以国风文化、新岭南音乐文
化为特色的《尊岭驾到》，用多样的乐器
演奏动听的国风乐曲，展示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髓与魅力；《咏春街武》为现场观
众带来融合现代潮流舞蹈和传统武术的
精彩表演；为展现大漆工艺+香云纱魅
力，一场漆艺+香云纱非遗时尚走秀《当
红不让》，为人们呈现了一场极具视觉和
听觉冲击力的香云纱盛宴。

据介绍，本次广州国潮节将延续至
12 月，分别在海心沙、天河路商圈、天
河 CBD 等文商旅综合体，开展系列国
潮主题活动，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
呈现城市生活、艺术、文创、科技等领
域的新国潮、新国风。

“了不起的广州·海心沙之夜”开启广州国潮节
第五届文创产业大会·天河峰会将于本月22日-26日举行

“了不起的广州·海心沙之夜”现场文艺表演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