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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磕精神练就过硬技术
架上排列着海量的标本瓶，桌上摆放着各

类仪器和试剂瓶，屋角码放着一柄柄铁铲……刘

文亮的实验室俨然是一座分类学研究的殿
堂。分类学是一门有漫长发展历程的学科：当

人类开始思考“什么能吃”“什么能治病”时，
分类学的最初理念就已呼之欲出。物种普查

是分类学研究的关键方法，是一项为生物“上

户口”的工作。长江口湿地生态多样性高，普
查工作难度不小，但刘文亮坚信，只要坚持开

展调研，总能有所收获；对濒危珍稀物种，尤
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存证价值。

从小时候起，刘文亮就对动物与自然抱
有浓厚兴趣；漫长的求学生涯中，这份兴趣不

断积淀，成为其奋进的动力。刘文亮本科就读
于山东大学，期间主编出版了植物学实习教

材《学习植物图册》，随后他来到华东师范大
学读研，逐渐确立河口生态相关的研究方向；

在海洋研究所攻读博士时，刘文亮遇到了对
自己影响巨大的导师，已故的中科院院士刘

瑞玉先生。

作为中国底栖生物研究的先行者与奠基

人，刘瑞玉院士非常器重这个满腔热忱的年
轻人，经常亲自点拨。分类学研究要求从事者

具备相当的绘图能力，彼时的刘文亮对此尚
不擅长。当导师问及此事时，他只能老实回答

“不会”，导师听后打趣道：“不要紧，一开始都
不会。逼一逼，不就会了？”回忆起练习绘图的

日子，刘文亮笑了：“一小时画不出，那索性画

一周，总可以画出满意的。”正是热爱和死磕
精神，帮助他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技术，逐渐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研究者。

走遍湿地为“底栖居民”落户
底栖生物是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对维护

生态平衡有重要意义。不同底栖生物对环境

变化的耐受力有显著差异，因而成为理想的
指示物种———研究特定种群在一定阶段的活

跃水平，就能精确反映该时段各环境指标的
变化。

多年开展野外研究，刘文亮有时能邂逅

“新面孔”，这是他最喜悦的时刻。2012年，在
分析自大蒸港河提取的底泥时，刘文亮发现

一种新型甲壳动物，为其命名为上海瓣尾水

虱；2年后，在东滩湿地调研取得的标本中，刘
文亮分析确认了又一新物种，也就是东滩华

蜾蠃蜚———这是保护区建区以来首个“落户
本地”的新物种。整个学术生涯里，刘文亮累

计发现发表甲壳动物 1新属，20?新种，3中
国新纪录种，成果十分丰硕。如今，随着长江

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资料库的建立，本地生

物更是顺应潮流，拿到了“电子户口”。
早前，国内底栖生物领域存在不少空白。

在研究生就读期间，刘文亮编著了《长江河口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一书，填补了学科空

白；今天，这本书已成为该领域研习者必备的
一本“宝书”。

学以致用推动长江保护
2012年，长江口发生一起溢油事故。有关

部门急需就生态损害程度做科学评估，却因

历史数据缺失而难以开展工作；后来，调查人
员联络上监测站，事情才出现转机。依据刘文

亮等人长期积累的底栖生物监测数据，调研
团队制定出科学可信的报告，有力推动了事

故处理和生态恢复的精准施策。底栖生物研

究功夫下在平时，方能见功于关键。刘文亮十
多年如一日地坚守湿地、监测不辍，就是为了

确保有关数据翔实完整、可堪回溯。
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刘文亮的研究

有了更多用武之地。凭借动物学专业知识，他
常受邀参与野生动物执法鉴证。在数起盗猎中

华鲟案件中，刘文亮基于鱼体形态，开展解剖，

观察其匙骨及鳍条年轮，完成鱼龄精确鉴定，从
而协助执法部门把握处罚力度，公正执法。参

与这类工作意味着居于幕后、工作量的增加，但
生态保护大局当前，刘文亮从不推托。

如今，刘文亮一方面要推进站内学术工
作，尤其是底栖生物的监测———这项工作，是

“亘古不变、要一直做下去”的；另一方面，他
频繁奔走于全上海乃至全国沿海地区，开展

科研考察；此外，他要分出更多精力，推动科
研成果向科普转化。这样的生活累不累？刘文

亮摇摇头，“工作也是休息，休息也不停下工
作”。刘文亮是无所谓得失的，只想更多地研

究，让更多人了解底栖生物，了解长江保护。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朱远哲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春分

过，夏将至。对于村民来说，通常这个时候，最
是农活忙。但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越来

越多村民流转农田支持家乡发展，为了丰富这
些闲赋在家的村民的生活，一项名为“积分换

物”的行动应运而生。
在奉贤区庄行镇东风村村民生活驿站，20

多位村民把小小的课堂间挤满，跟着老师的动

作，一会按手上的穴位，一会按腿上的穴位。
这堂“好好‘穴’习”的养生课，只有手里有积

分、且兑换了这一课程的村民才能参加。积分换
物，村民积极。那么，积分如何得到？原来，东风村

从去年推出“积分换物”行动，鼓励村民们参与清
洁家园、美化家园、便民服务、文明实践等各项村

级事务，村民劳动相应可得 1-5个积分。
有了这些积分，村民就能走进村级公益互

助银行，选择累计、存储积分，或者在当年度内直
接兑换课堂课程、居家关怀、理发、脱排油烟机清

洗、盐、洗洁精、大米等相应物品或服务。东风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文介绍，设定以服务

兑换物品或服务的形式，旨在广泛吸引村民参与

其中，让老百姓在参与各类服务中激发“爱家情

怀”，能够为村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东风村，因“积分换

物”，村民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全都调动了起
来。只要参与一次村级事务的管理或服务，村

民们都会主动跑到公益互助银行，更新自己的
积分情况，再对照着“积分兑换物品”清单，兑

换心仪的物品或者服务。有的村民还会现场做

“加法”，看看手里的积分够不够，还需要参加
多少场“积分换物”行动才能攒够。

村民顾平妹说：“我手里有 4个积分，再挣
4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一瓶酱油。”村民吉炳

洪则用掉了 1个积分，“我兑换了一包盐，其他
的东西，我积分还没有达到，我要继续参加村

里的各类劳动，像去年一样，挣 20个积分。”村
民们告诉记者，过去呆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现

在每天忙碌碌的，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
方面心情也好，对老年人来说，各方面都有利，

这样的活动我们支持！”
目前，该村已有 100多位村民参与其中，

“积分换物”让村民们“换”出了生活新面貌。

事新郊区

他为湿地生物

奉贤东风村小积分释放“大能量”

积分换物“换”出新气象

守望长江11年

崇明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野外监测研究站坐落于西沙湿地公园西侧，背倚大江，视野开阔。自
2005 年落成以来，研究站便成为守护长江口生态的前哨，而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的
刘文亮副研究员，就是驻扎此处的哨兵。扎根滩涂 11年，他在监测站身负众多职责，其中最重要的
一项，就是为湿地生物“上户口”。

“上户口”
■ 监测站外景 受访者供图

高行镇

近日，浦东新区高行镇
举行 2020 年度经济突出贡

献企业表彰暨投资促进和重
点项目签约活动，9家企业获

颁投资促进战略合作伙伴证
书，高行镇与 10家重点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区域内央企

“巨无霸”、新材料研发、人工
智能、区块链、无人驾驶等

“五型经济”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共谋未来发展。 宋宁华

惠南镇

“惠南人民看惠南—行
走的党课”系列活动日前在

惠南镇市民家园启动。
此次活动中，惠南镇精

心设计了 3条“行走的党课”
路线，开出红色专巴，通过微

党课、微电影、党史知识打

卡、骑迹村游的沉浸式体验，
让广大惠南人民追寻历史记

忆，走好使命担当之路，走好

乡村振兴之路。 宋宁华

重固镇

重固文心公园明年就将

开门迎客。该公园于 2020年
12月开工，预计今年年底竣

工。文心公园内设有海棠主题
园，将大量种植垂丝海棠、西

府海棠、绚丽海棠等海棠类植
物，同时搭配月见草、红枫、八

仙花、大花栀子、银杏、桂花、
梅花、水杉等各类植被，打造

一年四季不同景观的现代新

山水庭院。 杨欢

人达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