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责编：王侃 美编：职文胜 版式：三刚 责校：张纯要 闻 3

一日

故事 美文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追踪…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12月21
日，山西读者刘令玮通过同学钱治光
转告长江日报记者，他手头珍藏着同
桌参军前的笔记本。当时，他的同桌
马上要出发去上战场，临别互赠礼物，
他送给同桌一本书，同桌则把自己正
在用的笔记本赠给他。这位同桌就是
长江日报报道过的范中慧。

刘令玮出生于 1932 年 1 月，与钱
治光、范中慧是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以下简称省实验）高三甲班同学，现
居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

12 月 21 日、22 日，因刘令玮老人
听力欠佳，记者多次以微信打字方式
与他交流。他介绍，笔记本中有范中
慧写的决心书，还有她抄录的与保家
卫国相关的文章、诗歌、歌词。他发来
的照片显示，决心书实际上是一份《赵
一曼战斗队誓词》，由宣誓人范中慧写
于1950年12月。

誓词中写道：“我现在加入‘赵一
曼战斗队’，特向全体战友向毛主席庄
严宣誓：坚决响应祖国号召，走向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走向国防建设岗位。

我把个人理想与生命都献给祖国，誓为
保卫祖国战斗，誓为实现美好的理想战
斗，誓为幸福的将来战斗。在学校，我
一定顽强地努力学习。在战场，我一定
顽强地打击敌人。在敌人的面前，我决
不屈服。赵一曼同志的英雄（行）为就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这个笔记本很珍贵，我准备向学
校推荐收藏。”钱治光老人对记者说。
她介绍，她参军前是高三甲班团支部书
记。参军前夕，同学们的保家卫国热情
高涨。班上组建了“赵一曼战斗队”，不
时到武昌蛇山上进行军事训练。范中
慧的誓词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

笔记本中还有一篇题为《我们庄严
宣誓》的文章。文中写道：“在我们的和
平建设工作已遭到美帝破坏的今天，我
们要坚决地走出课堂，走出工厂，走出梦
想和平的幻境。因为在敌人血淋淋的屠
刀下面是不会有和平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完成自己的理想，就必须
消灭那破坏我们理想的敌人……保卫
和平与打击强盗，实现个人理想与加强
国防建设，是不可分割的工作……”

12月22日，范中慧对记者说：“我
与刘令玮等同学通过微信取得了联
系。但是，我们交换礼物的事，我全忘
了。我参军时什么也没带，以为要去
打仗。我的东西都留在姑父家了。这
几天，我才想起来，我那时用一个本子
写了我的誓词，还有好的文章段落。”

刘令玮回忆，他当时送给同桌范
中慧的一本书内容是揭露美帝国主义
豪门资本家发家过程。读高三时，刘
令玮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虽
然家中只有他和母亲两人，但他依然
和同学们一样踊跃报名参军。遗憾的
是，他体检没过关。他从北京工业学
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在偏远
地区为国家军工事业奉献一生。

12月22日，刘令玮向武汉寄出快
递件，委托钱治光和范中慧妥善处理
笔记本。省实验负责人听说此事后表
示，学校愿意接收这一珍贵物品，丰富
爱国主义教育素材。

长江日报讯（记者明眺生 通讯员孙
姝）12月21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研究中心武汉分中心在北京林业大
学成立。武汉市湿地保护中心与该校生
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携手加强迁飞通道的候鸟保护，参与迁
飞区国际交流，助推武汉湿地保护事业
高质量发展。

全球有9条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
途经我国。武汉所在的东亚—澳大利西
亚候鸟迁飞通道，北起俄罗斯远东地区
和美国阿拉斯加，南至东南亚和大洋洲，
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是面积最大、最
为繁忙、受威胁鸟类最多的候鸟迁飞通
道。该通道候鸟迁徙研究中心设在北京
林业大学。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通过举
办会议、协同研究、建设示范项目、研发
科普宣教产品与保护地生态产品等多
种形式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以武汉及长
江中下游区域为代表的东亚—澳大利
西亚迁飞通道湿地与水鸟的保护和发
展，并在通道内开展国际多边合作机制
研究。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北京林业大
学将协助武汉加入东亚—澳大利西亚迁
飞通道保护地网络（Flyway Network
Site）；协助武汉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经
验，提升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水平。

下一步，武汉将在沉湖国际重要
湿地举办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
徙研究中心武汉分中心揭牌仪式，举
办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保护
研讨会。

武汉是被列入《候鸟迁飞通道保护
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2030年）》的
重要城市，沉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上
涉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安山国家湿
地公园等8处湿地被纳入全国候鸟迁飞
通道关键栖息地。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称，成立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
究中心武汉分中心，深化与高校合作，有
利于加强候鸟关键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及
科学研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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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

右图：范中慧在笔记本中所写的
加入班级“赵一曼战斗队”誓词。

刘令玮供图

硚口区检察院：

以法治力量守护长江生态，共绘绿色发展新画卷
强化刑事打击

唱响正义主旋律

在经济发展浪潮中，长江面临着生态环境的
严峻挑战，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盗伐林木
等影响流域安全稳定、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
时有发生。

硚口区检察院对此类犯罪零容忍，充分利用
其两江交汇的区位特点和集中管辖武汉市公安
局水上分局刑事案件的优势，近三年共办理破坏
流域生态资源犯罪案件331件445人，依法严惩
了一批重大涉流域治理案件。如成功起诉罗某
等17人在梁子湖湿地自然保护区非法捕捞43吨
水产品特大案；办理公安部督办的杜某等25人非
法采矿系列案，彻底摧毁了横跨多地的长江流域
盗采江砂产业链；精准有力打击了邓某等18人非
法采矿团伙，该案被评为全国十大侦查活动监督
案、全省刑事检察助力流域治理典型案例。这些
案件的成功办理，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犯
罪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硚口区检察院充分发挥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职能，通过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等方式，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同时，该院将侦查监督贯穿侦、捕、诉全流
程，实现了监督与办案的同频共振，有效提升了
办案质量与效率。

该院全面规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
到“治罪”与“治理”并重，对于非生产性、非经
营性等犯罪情节轻微的涉流域案件，积极运用

“公益服务+公开听证+不起诉”模式，监督拟相
对不起诉人参与公益活动。不断健全并完善
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建议行政机关做好后续处
罚工作。

践行恢复性司法

奏响生态修复乐章

“希望通过增殖放流活动，你们能深刻认识
非法捕捞的危害后果，真诚悔过，用实际行动修
复受损的生态环境。”2024 年11月，在武汉渔政
码头，硚口区院检察官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了深刻
的法治教育，并见证了他们将4万余尾鱼苗投放

入江。
这是硚口区检察院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修

复受损生态的一个生动实践。
保护长江水体健康与生态系统平衡，单凭刑

罚震慑远远不够，只有让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
时有效修复，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为此，该院建立了同步审查机制，加强内部
沟通协作，确保刑事检察部门在办案过程中，一
旦发现危害水生生物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立即向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移送线索，实现
刑事案件与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步办理，确保打击
犯罪与保护公益的无缝对接，有效促使违法行为
人履行生态修复责任。

硚口区检察院还因地制宜，探索出异地放流
珍稀鱼类、种植水草、补植复绿等生态修复方式，
与公安机关建立了案件办理与生态修复同步推
进机制，并规范了生态损害评估、生态修复款缴
纳流程。

近年来，硚口区检察院多次联合法院、公安、渔
政等部门开展集中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鱼苗200
余万尾，其中既有长江常见鱼类，也有胭脂鱼、长吻

鮠等长江珍稀鱼类，有效促进了长江武汉段生态环
境的修复。

推动机制建立完善

当好综合治理守护者

水问题的根源在于流域，而城镇污水是破坏
流域生态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在开展助力流域
综合治理专项工作中，硚口区检察院发现辖区部
分餐饮等行业排水户未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直接将未经预处理的污水排入城市排水
管网，严重威胁流域水环境安全。

对此，该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协同区
水务局和各街道办事处全面开展违法排水整治
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950 余人次，巡查排水户
814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60余份，下发《申领
排水许可证告知书》1300余份。

该院的先行实践直接推动了全市对城镇排水问
题的全面治理。市检察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排水

许可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市政府也制定了相关
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强化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的有
效衔接，部署开展排水许可专项执法“百日攻坚”行
动，并推动出台了政府规章《武汉市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管理办法》。

截至今年4月，武汉市已完成全市排水户调
查摸底，排水主管部门与行政审批部门建立排水
户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排水许可办理事项已纳入
行政审批“一件事一次办”“一业一证”等跨部门
主题事项清单，推动32795家排水户办理排水许
可，相关职能部门立案查处违法排水行政执法案
件237件，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协同推动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内外联动

构建流域治理共同体

流域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
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为形成流域治
理合力，硚口区检察院注重内外联动、多元共
治。

该院依托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加强与市
检察院的协作配合，强化诉讼监督成效。针对
某区域非法采砂以罚代管等问题，市区两院上
下联动、共同研判，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市水
务局出台完善了五部涉采砂监管制度规范，实
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域”的效果。针对非法
捕捞犯罪案件双向衔接不畅、批捕、起诉标准不
统一问题，与水上分局、农业农村局渔政大队开
展辖区案件调研，以硚口非法捕捞犯罪案件处
置为样本，在市检察院指导下参与修改全市非
法捕捞案件办案指引，高质效办好行刑反向衔
接案件，促进刑罚与行政处罚间的责罚统一与
均衡。

在外部协作方面，该院积极拓宽“河湖长+检
察长”机制，与市农业农村局、长江水产研究所等
单位加强协作，与公安、渔政、法院等部门开展常
态化沟通，与高校联合举办“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
轻罪治理研讨沙龙”，共同研究解决流域治理中的
新情况、新问题。

此外，该院还注重借助“外脑”提供专业支
持，在邀请环保专家、学者等为流域治理工作提
供智力支持的同时，积极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

“益心为公”志愿者、人民监督员等参与流域案件
办理，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近年来，武汉市

硚口区检察院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响应长江保

护法的实施，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全

方位推动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系统治理、溯

源治理、协同治理，以

检察之责护佑长江安

澜，一江碧水浩荡东

流。

围绕湖北省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 助力流域综合

治理”专项工作要求，

硚口区检察院精心谋

划、精密部署，成立了

由检察长亲自挂帅的

领导小组，并组建了

涵盖刑事、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等多部门参

与的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专班及生态检察办

案组，构建了水上案

件梯次治理模式，明

确了以水资源及岸线

资源保护为核心的工

作策略。

策划：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

图为今年11月，硚口区检察院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长江大保护是一项既艰巨又持久的任务。今后，硚口区检察院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治江、依法护江，为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没有摄影
和复印技术的时代，古人怎么精准
地留住珍贵器物的模样？12月22
日，我在武汉博物馆看到了这样一
组文物“高保真照片”。

最让我惊喜的是曾侯乙尊盘
拓印展品。今年初，我在湖北省博
物馆目睹了它的真容，尊盘上的每
一处纹饰、每一条线条都值得我细
细回味。而这幅展品简直就是实物
的“复印版”：精细入微的纹饰、恰到
好处的比例、生动逼真的造型……
站在它面前，我仿佛又回到湖北省
博物馆展厅，欣赏青铜器的精美。

除了曾侯乙尊盘拓印，还有栩
栩如生的凤纹方罍拓印、富含深意
的君子九思砖拓印、蕴含吉祥寓意
的“福寿”二字锦灰堆展品……每

件展品都深深地“拓”进了我的记
忆中。

这个展览名为“墨拓千秋——
金石器物全形传拓技艺保护成果
展”，乍一看有些绕口，但内容超
赞。简单来说，它讲的就是古人在
金石上“复印”历史的杰作。“金”是
古代金属器，“石”是碑碣、石刻、砖
瓦等，“金石器物”就是由金属和石
头等材料精心打造的艺术品，如青
铜器、石碑等。“全形传拓”的厉害
之处在于通过技艺能把青铜器物
的立体形状复原到纸上，就像现在
的“立体扫描术”，又像是给它们拍
了一张黑白“照片”，既能方便研
究，又能长久保存，还能广泛传播。

这个展览持续到 2025 年 2 月
28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拈
花微笑

看到这组“黑白照”，我惊呆了

清晨天空
清晨的美景是为有

心人准备的。我特别喜
欢拍摄晨曦时的天空。
尽管不在海边和山中，
但冉冉升起的太阳依然
灿烂辉煌、魅力无限，引
领我们开启美好的一
天。驻足仰望，清晨的
天空美得令人心醉，幸
福快乐的序章正是从太
阳初升的那一瞬间悄然
拉开的。

——大武汉客户端
网友@明天的阳光

（整理：戴容）左为曾侯乙尊盘拓印展品，右为曾侯乙尊盘实物。 网友@拈花微笑 摄

本报报道引出一位山西特殊读者：

我珍藏着同桌范中慧 74年前“参军誓词笔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