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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地质-生态环境，有着一致的目标，大工程建设应

该在保护好地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地建设，以取得更大效能，让不良效

应得到防治。一个大的工程设施必然会影响较广的方面，必须很好的从全局上认

识到利弊，而不能片面、局部，不顾全大局。这样才能使工程建设与自然和谐共

存。江西应当寻求的是，让拥有红色根据地的省份结出更好的绿色发展的果实，

起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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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在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研究室主持的鄱阳

湖生态保护与水利工程建设讨论会上，我感受很多。 

会上听到了多方面院士、专家的发言，对在鄱阳湖修建水闸工程表达了赞同

或反对的多种诚恳建议或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似乎都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刻，

就是理由不太清楚，依据还不够深刻。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让我很感动的是，有几位中国绿发会志愿者代表（蒋忆、岳桦、任增颖等）

他们短暂的发言，充满了真切的怀，也表达了在实际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真知灼

见。其中一位女生的发言充满了深情和忧虑，她在实践中认知，担心修建水闸后，

从头年 9 月至次年 4 月的蓄水期，会破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环境。我理解她的

心情，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五位志愿者的确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事业中，他们把自己融入当中，对鄱阳湖的珍稀候鸟是有了真切的情感。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年仅 23 岁、大学刚毕业、为了拯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而

滑入沼泽牺牲生命的徐秀娟烈士。在黑龙江丹顶鹤保护地和江苏盐城都设有纪念

堂和纪念碑，当时许多媒体都报导了这个感人事迹。这首歌名叫《一个真实的故

事》，由陈雷、陈哲作词，解承强作曲，朱哲琴首唱，那时（1987）和以后很长

一段时间在全国流传。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护生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有一个女孩她曾经来过……”，这是徐秀娟为保护丹顶鹤而辛劳；“有一个

女孩她留下了一首歌……”，为了救那只丹顶鹤，她滑进了沼泽，就再也没上来。

她留下的歌，打动了多少国人的心怀。“为何片片白云悄悄落泪，只有阵阵风儿

为她诉说”，人们深感心痛，大地自然也被她感动。“还有一群丹顶鹤轻轻地飞过”，

这是多么深刻地描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关系。“轻轻地，轻轻地”，则表达了丹顶

鹤也知道徐秀娟为了它们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它们也知道生离死别，知道徐秀娟

就静静地沉睡在那儿，别吵啊，让她休息吧，轻轻地飞过，表示它们丹顶鹤想念

着她。 

那天在讨论会上，听了五位志愿者的发言，我又想起了徐秀娟的感人事迹。

应该说今天的志愿者都在发扬徐秀娟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生物的精神。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地质-生态环境，有着一致的目标，大工程建设应该

在保护好地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地建设，以取得更大效能，让不良效应

得到防治。一个大的工程设施必然会影响较广的方面，必须很好的从全局上认识

到利弊，而不能片面、局部，不顾全大局。这样才能使工程建设与自然和谐共存。 

这次鄱阳湖讨论会让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科研工作人员的观点进行交锋，很

好，但目前看，还是仍缺乏更多科技成果来探索真理，以得出正确的认识。 

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强调：长江不再搞大开发，应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江

西是红色根据地，还有很多工作可以进行，应当得到中央的支持，更好地走出一

条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比如井冈山与老区的绿色发展、景德镇与安原煤矿及周

边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发展、赣中红层地区的绿色发展、庐山及九江地区

的高质量发展、还有鄱阳湖流域的绿色发展与保护问题。 

只想靠一个大工程，国家有大投资来谋发展，不如充分利用江西资源，谋求

省内更多不同区域的共同发展与共同保护，或许能获得更大效益。 

个人认为，江西应当寻求的是，让拥有红色根据地的省份结出更好的绿色发



展的果实，起到引领作用。 

那就是：红色基地在这建立，红色共和国从这走出，绿色发展在这开花结果，

起到表率引领作用，红绿交映，绘出一幅多彩美丽的画卷。 

让我们共唱一首和谐自然绿色与高质量发展之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