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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为“Be part of the

Plan”，即“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

为了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长江大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5

月18日至19日，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以下简称“天鹅洲保护区”）联合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以下简称“WWF”）北京代表处、安踏集团，开展“守护长

江精灵，共享生命长江”主题活动。

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

守护长江精灵
共享生命长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王成

湖北日报讯 （记者王晶、通
讯员雷安琪）5月22日，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指导，省图书馆、贺良朴艺术研究
会主办，湖北美术学院、《荆楚文
库》编辑部、武汉博物馆、赤壁市
人民政府协办的“笔端默与天地
参——京津巨擘贺良朴书画及馆
藏文献精品展”在湖北省图书馆
开展。

本次展览分为“拟古出新”
“交游京华”“荆楚情深”“风韵清
殊”4个单元，共展出贺良朴山水
画25件、花鸟人物画10件、诗词
手稿4册、相关文献22册（件）。
其中贺良朴手书稿本《贺篑公诗
词文初草》，为湖北省图书馆馆藏
古籍善本精品。展览通过画作、
手稿、照片与文献联合展出的形
式，全面展示贺良朴诗文、绘画、
美育历程的各个方面成就。

贺良朴，字履之，湖北蒲圻
（今属赤壁）人。中国近代著名诗
人、京津画坛巨擘、近代美术教育
先驱。年少时随堂伯父贺寿慈入
京学习诗画，工山水、兼善花鸟人
物，笔意疏朗。1918年应蔡元培
之邀，贺良朴成为北京大学画法
研究会导师，后又任国立北平艺
专教授，被誉为中央美术学院初
创时期的奠基教授。上世纪30
年代他回到家乡湖北，受邀到湖
北美术学院前身武昌艺专指导美
术教育。贺良朴在绘画上提倡

“精研古法，博采众长”，主张继承

传统，汲取中国画的艺术精华。
他一生创作勤奋，除了画学成就，
在文学上也有建树，著有诗词文
曲等共100多万字，汇编为荆楚
文库《贺良朴集》。

展览将持续到6月23日，广
大市民可前往湖北省图书馆一楼
2号展厅观展。

贺良朴书画及馆藏文献精品展
在省图书馆开展

国内餐桌上每吃掉3只小龙虾，就有1只来自潜江。而让小龙虾从夏季消费到四季常鲜的是一项生鲜冷链新技术

的兴起——将液氮喷洒到食物表面，利用其－196℃的沸点实现锁水保鲜速冻。

消费者为小龙虾鲜嫩美味而叫绝时，却鲜为人知在液氮生产线上，剪虾工们曾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解答－196℃的安全难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乐克 胡雯洁 通讯员 袁俊 李伟 邓莉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文俊、通讯
员刘安娣、实习生熊肖羽）5 月 22
日，RoboMaster2024 机甲大师超
级对抗赛·区域赛（中部赛区）在光
谷正式开赛。为期4天的赛程中，
全国 35支高校精英战队、逾 1000
名队员将以机器人为媒介，争夺通
往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

作为全球首个射击对抗类的
机器人比赛，RoboMaster 机甲大
师赛融合了机器视觉、嵌入式系统
设计、机械控制、自主导航、人机交
互等机器人相关学科前沿技术，将
电竞的呈现方式与机器人竞技相
结合，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
冲击。

经过层层比拼，来自湖北的两
所高校——武汉工程大学Nauti-
lus 战队、华中科技大学狼牙战队
跻身此次区域赛。目前，这一赛事
已成为全球 400 余所高等院校的
竞技舞台，向社会输送了5万名青
年工程师，并与数百所高校开展了
产学研合作。

目前，光谷已聚集近百家机
器人企业，综合实力位于全国第
一梯队。开幕式上，光谷机器人
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中心将
为各高校提供专业比赛场地和机
器人设备配件支持，促进高校团
队的常态化研发与训练，加快优
质科创项目和优秀人才的集聚，
助力打造国内机器人产业新高
地。

全国35支高校精英战队集结

2024机甲大师区域赛（中部赛区）光谷开赛

面对生产安全隐患，面对企业安
全事故，是一罚了之、一关了之，还是
把脉问诊、开出“药方”？这是一道关
乎安全与发展的治理命题，考验相关
职能部门的履职水平和责任担当。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面对危及生
命的安全生产隐患，不能退半步、慢
半拍，必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将预
防做在前，将隐患除在潜。查风险、

防风险，破难题、找对策，省应急管理
部门前移治理关口，坚持政企双向联
动，组织百余专家团队深度调研，历
时半年攻克小龙虾速冻生产领域的
安全难题，出台全国首个液氮速冻安
全技术规范，不仅为湖北小龙虾产业
发展安全护航，更为产业链上万千劳
动者加上了人身“安全阀”。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
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不是一句口
号，需要不断提升应对安全风险的治

理能力。我们既不能为了发展不顾
潜在风险，也不能为了安全而在发展
上裹足不前。各领域、各单位在面对
安全与发展的问题时，既要有“守”，
也要有“为”。“守”，是守住底线，绝不
能为了发展，为了一时利益，而漠视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是担当
善为，以积极有效的风险化解能力，
以攻坚克难的问题破解能力，以见微
知著的风险预判能力，为安全堤坝筑
基，为发展事业添力。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
之双轮。发现风险，查处风险，最终
还是要化解风险。从一起安全事故
到一项全国性安全技术规范出台，这
个过程让人们看到，站在人民群众的
角度想问题，多一些挺膺担当的意
识，多一些服务发展的考量，多一些
统筹联动的举措，不断提高防范和应
对安全风险的能力，就能在有“守”有

“为”中，为统筹发展与安全找到更优
解。

找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更优解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书画展现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摄）

5月22日，RoboMaster 2024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中部赛区）在光谷省奥体中心体育馆
举行。该赛事始于2013年，是专为全球科技爱好者打造的机器人竞技与学术交流平台，旨
在培育新时代复合型科研人才及新一代青年工程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5月 18日上午，武汉东湖之
滨。10组家庭志愿者聚集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博物馆，探寻水生生
物的奥秘。

工作人员介绍，水生生物博
物馆前身是淡水鱼类博物馆，于
1954年从上海搬迁到武汉。博
物馆内收藏了丰富的水生生物标
本，其中包含中国淡水鱼类标本
1000余种 40余万尾，以及来自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鱼类标本
600余种。同时，馆藏藻类标本
2万多号和各类群的无脊椎动物
标本。镇馆之宝是矛尾鱼标本，
它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鱼

类。
当看到已经灭绝的白鱀豚标

本，一位小朋友流露出难过的表
情。他说，如果白鱀豚还活着，长
江就多了一种生物，母亲河也就更
迷人了。

“一个物种的生活状态与周边
环境息息相关，保护生物多样性就
是保护我们的家园。”WWF北京
代表处副总干事周非说。

这些志愿者都热心于环保
事业，通过参观水生生物博物
馆，他们见识了生物世界的奥
秘，更加坚定了对环境保护的信
念。

探寻水生生物的奥秘

5月 18日下午，参观完水生
生物博物馆后，志愿者赶往位于石
首市的天鹅洲保护区，一睹长江旗
舰物种长江江豚的风采。

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珍
稀物种，属全球七种淡水豚类之
一，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2013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目
前，天鹅洲生活着70多头江豚。

圆滚滚的身体，微笑着的脸
庞，第一次看到长江江豚戏水天鹅
洲，大家都被治愈了。一位小朋友
说，以前只是通过电视上看江豚，
近距离观赏更觉得可爱，微笑天使
名不虚传。

晚上，在自然教师指导下，志

愿者在洲滩上进行夜间观察，认识
保护区周边的动植物以及昆虫。
大家对保护区隐藏着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啧啧称奇。

5月 19日上午，一个地球自
然基金会工作人员引领志愿者巡
护天鹅洲，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通过科学增殖放流，调节长江江
豚栖息地鱼类种群结构，丰富其食
物种类和品质，是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该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师华
说。

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积极投
入长江江豚的保护，围绕天鹅洲参
与了鱼类资源栖息地恢复、智慧巡
护体系建设、长江江豚友好型生态
社区共建等保护行动。

一睹长江江豚的风采

近年来，天鹅洲保护区不断
丰富生物多样性，为迁地保护的
长江江豚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
在全球树立了濒危鲸类物种保护
的标杆。

“长江江豚种群变化是长江生
态的‘晴雨表’，对于长江大保护和
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天鹅洲保护区主任胡良慧说，目
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00
多头，呈现出止跌回升的良好态
势。

WWF自2002年开始关注和
支持长江江豚的保护。20多年
来，他们与天鹅洲紧密合作，结下

深厚的生态保护情缘。周非表示，
WWF将继续携手相关合作伙伴，
为长江江豚保护贡献力量。

今年1月18日，《中国生物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3-2030年）》发布，这是作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主席国持续推动“昆明—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落实的切实行动和作出的中国承
诺。“在这个规划中，长江江豚出
现 2 次，为出现频率最多的物
种。”胡良慧说，作为长江江豚保
护的参与者，备受鼓舞，也深感责
任重大。

树立濒危物种保护的标杆

以小龙虾赴一场盛夏之约，是夏
季里最惬意的事之一。

潜江小龙虾过去养殖、销售“两头
强”，如今小龙虾预制菜兴起，冷链加
工厂遍地开花，吸引大批劳务大军慕
名而来，其中也包括常玉生和张平夫
妻两人。去年4月30日，他们从河南
省南阳市来到潜江新柳伍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成为剥虾工人。在高峰期，仅

这一家企业就有700多名工人，同时
忙碌在虾尾处理这一个车间里。

去年5月20日这一天，常玉生像
往常一样把活虾清洗处理后，送到液
氮速冻生产线入口。他看了一下时针
指向19时，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
收班了。车间里有人说冷，班组长关
闭了空调。原来腰部以下的白雾，逐
渐弥漫到整个车间，2米以外都看不

见人。
10多分钟后，陆续有多名员工身

体出现不适。“有人晕倒了，快救人！”
听到呼叫，常玉生也感到一阵头晕目
眩、呼吸困难，他赶忙从雾气中找到妻
子张平，突然发现另一名工友王香芦
倒在地上。夫妻两人合力抬起她，三
步并作两步逃离速冻车间。

在紧急送往医院的车上，王香芦

处于昏迷之中，怎么呼喊都叫不醒。
常玉生便死死掐住王香芦的人中穴，
直到掐出血来。“疼”，她终于有了一丝
气息。

这一次生产事故造成1死18伤，
事后伤者均已康复出院。据事故调查
分析，因控制故障致液氮过量喷洒，而
排风不畅造成大量氮气逸散至车间，
叠加人为违规操作最终酿成事故。

一场令人痛心的事故

事故调查报告列出问题清单：缺
乏液氮泄漏风险管控，没有岗位风险
培训、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企业冒险
生产……

“结合事故调查暴露的问题，全省
展开涉液氮速冻全行业风险排查。”省
应急管理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迅
速成立专班全面摸底全省涉液氮速冻
生产企业，并联合高校、企业、制冷行
业协会等，共同把脉问诊拿出治理“药
方”。

“空气中氮含量78%，如氮浓度

过高，会引起窒息风险，但这并没引起
行业足够重视。”参与本次《涉液氮速
冻隧道线企业安全技术管理指引》起
草的专家、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暖通专业总工程师肖能
辉直言，“制冷企业购进成套设备后，
应依据实际作业环境管控氮气逃逸，
但不少企业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无从
下手。”

为了找到一条有效治理路径，专
班多次到企业调研，先后开了5场座
谈会，广泛征求高校、安全技术机构和

企业意见，并结合《缺氧危险作业安全
规程》《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等国家标准，易稿10余次，
历时180多天，省应急管理厅制定了
《涉液氮速冻隧道线企业安全技术管
理指引》。

该《指引》涵盖氧气浓度检测报警
仪、通排风系统、紧急切断和停车功
能、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11个方面，
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规范。明确冷冻车
间保持负压，避免超浓度氮气无法扩
散。

调研中，专家组发现，排风设备会
出现低温冰冻问题，继而导致氮气浓
度超标。为此，《指引》要求实施排风
系统电流监测方案，设置固定式氧浓
度监测，并联动液氮管线紧急切断
阀。一旦氧气含量降低到危险水平，
自动切断液氮供应。

针对白雾下盲目施救的问题，《指
引》还完善了应急预案各项制度，明确
了红外热成像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等应急救援装备清单。

11条守护生命的红线

5月20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探
访了新柳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该公
司的老液氮速冻生产线被拆除，在占
地238亩的新工厂中，投入2600万元
的4条新液氮速冻生产线已经建成。

“严格按照新标准，从暖通工程、
监测预警等硬件提升，到运行规范、应
急预案等制度完善，逐项实施安全升
级改造。”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清指着
3300平方米的速冻车间说，“你看，分
装处理好的小龙虾，由机器自动添加
食用油及调味料，进入全封闭的速冻

车间处理，速冻环节实现无人化。”
曾经无比担忧的陈清现在满心感

激，监管部门一头扎进来调查研究，聚
力破解难题，帮助企业提升安全水平，
让这家“鲜货郎”企业痛定思痛，走出
了停产整顿困境。

“液氮用量很大，平均每吨小龙虾
需要消耗2吨液氮。”陈清表示，只有解
决安全问题，才能让总投资5.5亿元、
年加工18万吨速冻小龙虾和速冻淡水
鱼的一期项目顺利投产运行。在液氮
速冻保鲜技术加持下，鲜活小龙虾变

成鲜美的麻辣虾、蒜蓉虾、十三香、麻
辣虾尾等预制菜发往全国各地。“预计
今年全年小龙虾单品销售可以突破2
亿元。”陈清对未来充满信心。

液氮速冻，成为我省生鲜农产品
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近3年来，我
省新增45家液氮速冻企业，这些企业
多为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重要出
口企业，分布在潜江、仙桃、荆州、黄
冈、武汉、宜昌等地，其中潜江共有14
家小龙虾加工企业，荆州15家企业也
以水产品加工出口为主。

“企业既是制定《指引》标准的参
与者，也在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帮助下，
严格执行了新规改造。”省应急管理厅
工贸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全国首个液氮速冻规范在我省
率先实施，不仅敢为人先，而且意义重
大。”湖北省制冷学会副理事长、华中
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陈焕新认为，液
氮速冻是冷链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
向，通过厘清发展安全的边界，为预制
菜等生鲜食品深加工产业铺平了一条
高速赛道。

生鲜农产品产业升级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