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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
力 刘鲁）6 月 12 日，第十三届“桃李杯”全
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成果展示、四川推荐作
品展演活动在四川省歌舞剧院亮相并圆满
结束。此次作品展演活动中，囊括了 4 个
群舞、9个独舞以及3个具有地方民族特色
的精品课程。其中，由各大高校选送的 4
个群舞和 9 个独舞还进行了线下演出，参
展选手在舞台上用优美动人的舞姿、唯美
细腻的情感、扎实高超的技巧展示舞蹈艺
术的魅力，赢得了观众们的高度评价。

在此次展演活动之中，在四川省歌舞剧
院的舞台上的各个表演选手们都体现出了
自己精湛的舞蹈艺术实力，更展现出了舞者
们的拼搏精神和顽强毅力，令每一位观众也
感受到一场观赏性极高的极致视听盛宴。

据悉，“桃李杯”舞蹈比赛发起于 1985
年，是国内规格最高的青少年舞蹈大赛，是
由原中国文化部主办的专业舞蹈比赛，“桃
李杯”奖更是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的子类奖项文化艺术院校奖的重要奖项之
一。在经历了时间洗礼后，在 2015 年全国
性文艺评奖改革中，“桃李杯”因其广泛影
响和重要作用予以保留，由比赛转变为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
力 刘鲁） 6 月 10 日-11 日，成都市文化馆
及 文 华 广 场 热 闹 非 凡 ，“ 成 渝 地·巴 蜀
情”——“成渝德眉资”文旅交流联动暨
2023 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乐消夏”少儿
才艺大赛市级决赛在此开赛。

本次少儿才艺大赛 4 月启动，在全市
范围内广泛开展，吸引近万名小选手报名
参赛，赛事活动线上线下共吸引45万余名
市民参与关注。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
终1668名选手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成都市
市级决赛。最终评选出各门类各组别比
赛项目的前10名，团体器乐各组别重奏合
奏前 3 名，将代表成都市参加“成渝德眉
资”五城市总决赛。

本次大赛艺术门类丰富，不仅涵盖声
乐类、舞蹈类、器乐类，还增加了团体器乐
类，参赛乐器的种类比以前更加丰富，为
更多有一技之长和艺术梦想的小朋友提
供了展示的机会。

成都市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建设投资管理办法印发

第十三届“桃李杯”
四川推荐作品展演活动结束

2023 年“成都文化四季风·音
乐消夏”少儿才艺大赛

成都市级决赛收官

观鸟观鸟2020年年
这个博士结交“鹏友”无数

阙品甲从事鸟类观察研究已
20 余年，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
不少捡拾收集的鸟儿羽毛。

“观鸟爱好者这一群体，一直在
壮大。”这是观鸟 20 余年来，阙品甲
最直观的感受。除此之外，观鸟装
备不断迭代更新，也为观鸟人带来
了更好的体验和更多的收获。

手机、望远镜、笔记本和一本鸟
类图鉴，阙品甲观鸟时携带的装备
很简单。可能大多数人觉得观鸟是
需要专业设备的，在阙品甲看来，观
鸟旨在观察与记录，“有时野外条件
不是很方便携带太重的专业设备，
手机能清晰地拍下画面、录下声音，
也能作为修订名录的重要凭证。”

多年的观鸟经验已经让阙品甲
练就了“闻声识鸟”的本领。“很多鸟
类的声音都很有特点，看多了、听多
了，就能通过不同的叫声来辨别发
出声音的是什么鸟。”阙品甲说。

此次《成都鸟类名录 3.0》修订
工作顺利完成，离不开无数成都观
鸟人的付出和贡献。“很多鸟儿的

线索都是通过在观鸟爱好者微信
群里收集的，大家也积极地给我们
提供线索。”在阙品甲看来，观鸟是
个细致且需要耐心的活儿，鸟儿们
非常敏感，一旦听到周围一丁点异
常的动静，便四下散开或飞走了。
通过大家提供的线索有针对性地
去寻觅鸟儿踪迹，效率与准确性都
有所提升。

阙品甲介绍，此次《成都鸟类名
录 3.0》修订过程中，除了新增不少
鸟类外，也对此前的误认作了修
正。“比如 2.0 版中收录的白眉蓝姬
鹟，由于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我们认
为应为对玉头姬鹟亚种的误认，因
此在3.0版本里不再保留。”

阙品甲解释说，每年从 3 月底
起，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便进入春季
观鸟的最佳时间，此前对白眉蓝姬
鹟的影像资料便是捕捉于此。“但是
结合此前的观察记录，再结合白眉
蓝姬鹟喜欢栖于森林的中高层等生
活习性，我们判断这应该是对玉头
姬鹟亚种的误认。”

闻声识鸟 观鸟群体逐渐壮大

鸟种增多
生态与经济同向发展

相较于 2021 年的《成都鸟类名
录 2.0》，《成都鸟类名录 3.0》新增鸟
种记录 51 种。短短两年间，成都为
何新增了这么多鸟种呢？

对于这个问题，阙品甲认为，环
境变好后，鸟类就有了更多栖息地。
另外，植物增多，果实和昆虫也会增
多，气候条件也变得适宜鸟类生存。
这是鸟种新增记录的主要原因。

“环境越好鸟越多，从大方向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鸟类天生敏感，
有可能这里的环境适合这种鸟但不适
合另外一种鸟。”阙品甲表示，绿化的
增加除了改善环境外，也需要配合市
民的审美需求。因此，如何守护好鸟
类，把握其中的平衡，还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
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后者也能反哺
经济发展，就能实现同向发展。”在阙
品甲看来，通过优化机制，可以实现保
护生态的同时也确保经济稳定发展。

“更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舒
适的气候，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不仅
可以为鸟儿提供更好的栖息地，也能
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
阙品甲认为，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产
品和高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
够为各种基于自然环境的产业发展
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谈及未来，阙品甲希望能继续发
挥专业特长，参与《成都鸟类名录
4.0》的编制，在两年后再次更新成都
的鸟类家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
菲 何齐铁 刘永豪 文/图

■主持修订鸟类名录 ■摸清成都鸟种家底 ■镜头记录成都生态

5月底，《成都鸟类名录3.0》正式发布，截至2023年3月31日，
成都境内分布有鸟类22目79科566种。《成都鸟类名录3.0》修订
工作历时两年，摸清了现阶段成都鸟类“家底”，领衔此次名录修订
工作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动物保护研究部副研究员阙品甲
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名录修订背后的故事。

兴隆湖的鸟类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蔡宇） 近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
悉，《成都市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领
域市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暂行管
理办法》正式印发。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领域市级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管理，保障
项目顺利实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据悉，本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6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办法适用于成都市发改委安排市
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污染治理和
节能减碳领域项目管理。市发改委根

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工作要点，紧紧
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统筹安
排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领域市级预算
内投资，积极支持前期手续齐全、建设
资金基本落实、具备开工条件的计划新
开工或在建项目。

办法规定的市级预算内投资重点用
于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领域，具体包括：

近零碳项目。主要支持近零碳产
业园区、近零碳旅游景区、近零碳企业、

近零碳社区、近零碳公共机构等项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主要支

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将当地
良好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助
力增产增收，反哺生态保护的项目。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项目。主
要支持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综合利
用、水资源节约等项目，太阳能光伏、
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电力、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节能减

碳改造，重点用能单位和园区能源梯
级利用、城镇建筑等基础设施节能升
级改造与综合能效提升等项目。

污染治理项目。主要支持城镇污
水污泥处理、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
理、城镇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利用、塑料污染治理以及大气污染治
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及重大环保技术示范等项目。

降碳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支持构

建新型电力系统等降碳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用户侧储能、电网侧储能、电源侧
储能、虚拟电厂储能等领域项目。

配套资金项目。主要支持国家、
省明确要求需要市级配套资金的项目。

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点
建设项目。本办法规定的市级预算内
投资，单个项目安排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