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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5日，作为2022奥
林匹克美术大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吴
小楣紫砂雕塑冬奥主题展”在北京开
幕。2022奥林匹克美术大会是北京
冬奥组委和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主办的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项目，展
览以“冬奥之美·相约北京”为主题，分
为水墨之美、书法之美、版画之美、雕
塑之美、国际大美五大板块。其中，宜
兴紫砂艺术家吴小楣紫砂雕塑作品集
中反映中国古代体育文明，以特有的
空间艺术形态，展现出刚健笃定的雄
浑之美。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吴小楣早年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曾担任过宜兴
均陶工艺厂研究所所长、中国宜兴陶
瓷博物馆馆长等职务，后专注于采用
中国汉唐原始陶艺做法创作紫砂雕
塑，反映中国古代体育文明。

“中国古代的体育文明呈现出绚
丽多姿的风采。尤其是汉代和唐代，
中国的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如马球、蹴
鞠等。当时的皇宫贵族和黎民百姓，
都对体育运动充满兴趣，无论是深宅
大院、街头巷尾或是田间河畔，到处都
有人们开展着各类体育竞技，呈现出
一派繁荣盛世的景象。有很多体育项
目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发展
的见证。”吴小楣当天表示。据悉，此
次展览的展品包括“汉百戏”“汉青”

“仿古簋”等曾获全国陶瓷美术设计评
比大奖的作品，这些作品不
仅“讲述中国故事”，而
且聚焦东西方文化的
交汇点，体现无国
界艺术劳动的
价值。
（何小兵/文、摄）

无锡地处长三角，毗邻太湖，
生态区位重要，野生鸟类资源尤其
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鸟
类已记录到360种。去年2月，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
发布公告，调整了《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新出台的名录新
增了大量物种，也对原名录中部分
动物种类进行了升级，根据这一最
新名录，无锡境内记录到的国家级
保护野生鸟类达70多种。如今，
不仅白鹭、夜鹭、黑水鸡等典型水
鸟遍布无锡湿地，青头潜鸭、疣鼻
天鹅、大杓鹬等珍稀鸟类身影也逐
渐活跃在无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士介
绍，近几年，无锡鸟类调查监测到
的新物种，往往出现在我市湿地公
园或湿地保护小区内，这其中包括
2019年出现在长广溪国家湿地公
园的西方秧鸡、花脸鸭；2020年出
现在马山湿地保护小区的疣鼻天
鹅；2021年出现在梁鸿国家湿地公
园内的灰雁等。“新成员”的频频现
身，都表明近年来无锡市生态环境
逐渐向好，鸟类栖息地得到有效保
护，鸟类多样性逐步提高。

据观鸟爱好者介绍，无锡市
区有不少值得探寻的观鸟点，比
如滨湖区的华藏山、渔港、鼋头

渚、宝界山林公园、长广溪湿地
公园、嶂山、白旄湾、南泉、梅园、
马山等。大溪港外部靠太湖的
大堤是候鸟穿越太湖后见到的
第一片土地，可以观察到灰纹
鹟、黄胸鹀、牛头伯劳等丰富的
过境林鸟。此外，梁鸿国家湿地
公园、鸿山遗址附近水田，以及
经开区贡湖湾湿地、锡山区的吼
山、惠山区的阳山、江阴的定山
等都拥有较好的自然生境，适合
观鸟。每个季节观测到的鸟是
不一样的，冬季雁鸭类出镜率较
高，秋季可以欣赏到一些老鹰、
隼，春季则以林鸟、水鸟为多。

江阴首次发现
全球性近危物种震旦鸦雀

好生态引来
“鸟中大熊猫”

部分老旧企业因
设施老化，员工消防
意识淡薄，较容易产
生消防安全隐患。近
日，锡山区消防救援
大 队“ 到 现 场 ，看 实
地”，主动上门为这些
企业提供冬季消防安
全检查及消防技能培
训。

（叶德红 摄）

宜兴紫砂雕塑亮相
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无锡已记录鸟类无锡已记录鸟类360360种种

本报讯（晚报记者 蔡佳）立
春后的桃花港长江湿地保护小
区，冬日的静谧正逐渐退去，大
片的芦苇荡里传来鸟儿欢快的
叫声。这些天，南京大学环境规
划设计研究院在这里发现了“鸟
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为江
阴境内首次发现，对于之后这类
鸟的保护、种群的恢复有突破性
进展。

近期，无锡正在开展生物多
样性调查，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
划设计研究院对当地冬季鸟类
进行调查。惊喜的是，调查队在
桃花港长江湿地保护小区的芦
苇丛中监测到了罕见的“小精
灵”，它们时而在芦苇上歇息，时
而在河边悠闲觅食，细细一数有
13只。经鉴定，这是全球性近危
物种震旦鸦雀，数十年来一度难
觅踪迹。

从照片上看，小鸟体态优
美，圆圆的脑袋，厚厚的嘴喙，小
爪子紧紧地抓着芦苇杆。“它们
的外形特点是短翅、长尾、宽喙，

叫声清脆悦耳。”江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林业湿地科工作人
员徐宇凯告诉记者，震旦鸦雀是
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
猫”，已被列入国际鸟类红皮
书。作为留鸟，震旦鸦雀是一种
十分依赖芦苇湿地生活的鸟类，
它们天性活泼，成对或集群活动
于芦苇丛中。

“珍稀物种现身得益于湿地
修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徐
宇凯介绍说，江阴市桃花港长江
湿地保护小区位于长江江阴段
璜土镇，北部是宽阔的长江水
面，具有大片天然湿地滩涂，湿
地植被丰富多样，具备多样化的
优质动植物栖息地环境。原先
这里有若干码头和输油管道，由
于港口码头建设对湿地资源不
合理的开发利用、湿地管理“失
效”等，湿地生态环境有所退化，
使在此栖息的水禽无论种类上
还是数量上都呈下降趋势。

从2020年至2021年，江阴

开启桃花港长江湿地保护小区
建设，在桃花港打造4500亩的长
江湿地保护小区，开展湿地水质
保护、水系梳理，长江沿岸湿地
植被恢复、动物栖息地恢复，这
也是贯彻“长江大保护”的举措
之一。经过两年修复，现有湿地
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建立起
规范的湿地保护与管理体系和
监测体系，沿江环境有了脱胎换
骨的变化。

“湿地好不好，鸟儿说了
算！”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冯耀表示，物种的回
归和丰富是水生态改善的“晴雨
表”，国家级保护鸟类的现身、珍
稀物种种群数量扩大，从微观上
说明无锡生态修复为鸟类创造
了良好的栖息生境，宏观上映射
出无锡保护治理工作初显成效，
生物多样性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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