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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原声
父亲是前年走的，90多岁高寿。老人家

生前常念叨，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建立新中
国，他不可能这么长寿的。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常给我们讲起他

的小时候，那些让我们感到害怕的苦难。他
说，有一次，日本鬼子到我们镇江老家大扫
荡，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妇女就强奸。
父亲和爷爷奶奶四处躲藏，差一点死掉。

旧社会留给父亲的记忆不是打仗就是饿

肚子。父亲不到15岁，爷爷就去世了。没办
法，他只好到一个小杂货店当学徒。他说，当
时天冷，因为要赚钱养家，手上长冻疮烂到见
骨头了，还要不停干活，否则就要饿肚子。

父亲常给我们讲起南京解放那天，1949
年 4月 23日。当时，他在中央商场做工。一
觉醒来，听说解放军进城了。他赶忙跑到大
街上去看，看到大华电影院门口的雨棚下面，
一排又一排，整整齐齐睡了好多解放军。父
亲惊呆了，原来这就是共产党的部队，跟以前
那些旧社会军阀队伍不一样。

从那以后，父亲心里就对共产党有了好
感。只要是共产党说的话，他就听。当时正
值解放初，百废待兴，企业经营状况不是太
好。为了共渡难关，党组织号召大家主动减
薪。父亲第一个响应，主动要求减薪20块。
他原来工资有65块，这一下就降了三分之一，
而且一降就是30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
新调回到65块。

当选人大代表，是父亲一辈子最自豪的事
情。当时，父亲工作满腔热情，通宵达旦地
干。大伙一看，你这么辛劳，还没有私心，就
投票给你吧。那个时候是他们选区产生了两
名人大代表。一个是我的父亲，另一个是新
街口百货商店的。父亲的得票率是99.8%，这

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
父亲常说，作为人大代表，必须时刻把党

放在心里。1954年 7月，他参加南京市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是在市政
府大礼堂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父亲作为
工人代表上台作了发言。有的参会人说“听
了刘代表的发言，深受教育”。父亲说：“我个
人算什么啊，全是党的领导好，是党教育我这
么干工作的。”

父亲生前常跟我们念叨，他是从旧社会过
来的，是共产党和新中国救了他。“你们赶上
了好时代，但千万不能忘本。忘了过去的苦
日子，就不会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好日子也长
远不了。”

■代表感言
南京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上汽大众汽车

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冲压车间维修班长 曹
峰：听完刘金如代表的经历，有种穿越时空对话
的感触。刘老艰苦半生，到了晚年依然牢记党
的教诲，始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为荣。作为新
时代的人大代表，我要像他那样，不忘初心，始
终把工人团结在党委政府周围，努力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中贡献出咱们工人的智慧和力量。

通讯员 宁人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生态+科技”，打造城市“生命
栖息地”

步入江心洲“生态岛”，郁郁葱葱的树木与
波光粼粼的江水相互映衬，鸟儿欢腾轻语，长
江江豚拍浮嬉戏，带着令人陶醉的惬意，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徐徐铺展。

江心洲“生态岛”试验区地处长江之心，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坐拥南京长江江豚、南京长
江大胜关长吻鮠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和夹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资源
禀赋优越。

“作为一座伴江共生的生态资源宝库，江
心洲早在规划之初，就把严控建设用地规模，
确保生态湿地‘零损失’写进了全岛发展总规
划。全岛绿色建筑实现百分之百全覆盖，全
岛的综合绿化覆盖率超过70%，已建成5平方
公里江苏省海绵城市示范区。岛上一半以上
地区作为生态区加以保留，江堤外3平方公里
的自然滩涂和湿地禁止一切开发。原有的水
杉大道、池杉林、特色乡土树种和作物等原始
生态景观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保护长江江
豚、长吻鮠铜鱼等水生生物的生境。潜洲岛
全域划定为省级重要湿地，禁止一切开发，原
生湿地生境得以守护，成为长江珍稀濒危水

生生物的生命方舟，全面构建城市‘生命栖息
地’。”试验区建设方中新公司主任景观师乐
永介绍。

围绕南京市对江心洲雕琢打磨“长江之
心”“南京封面”的部署要求，江心洲“生态岛”
试验区将围绕建设江心生态引领极、生态宣
教大校园、城野无界新典范的三大战略目标，
从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物种迁徙通道建设、
动植物生境改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开发利
用等内容入手，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
苏样板”。

“下一步，建邺区将以此次‘生态岛’试验
区建设为契机，依托江心洲生态资源，构建完
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空间和绿色发展新
格局，守护属于城市居民的蛙鸣鸟啼、虫飞萤
舞，为全市乃至全省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贡
献力量。”建邺生态环境局生态科科长许艳波
在采访中表示。

生态岛不是岛，因地制“美”，建
设尊重实际

那么，生态岛究竟是不是岛？据悉，“生态
岛”试验区是指在长江沿岸、沿海湿地、江河
湖荡、低山丘陵等流域海域区域，根据全省生
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分布，以1个或多个县（市、

区）为单元，统筹划定科学合理片区，对受污
染、受损害、受破坏、受干扰的自然生态系统，
实施适度的人工干预措施。通过若干个“生
态岛”试验区建设，串“珠”成“链”，为生物栖
息、繁衍、迁徙提供良好场所和生态通道。

近年来，随着国土空间高强度的开发，全
省生态空间遭到不同程度挤占、自然生态破
碎化趋势加剧等问题随之而来。建设“生态
岛”试验区也正是南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一大创新举措。

“‘岛’其实只是一个比喻，指的就是像岛
一样的区域，这是因为江苏省以农田生态系
统和城市生态系统为主，自然生态系统在人
类广阔的活动区域中就像一个个岛。”南京市
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京“生态岛”怎么建？据了解，根据省生
态环境厅为此印发《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建
设方案》，南京市“生态岛”试验区建设并没有
统一固定的模式，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主打一个尊重实际，充分彰显生态本底特色，
放大凸显各“岛”独特之美。

例如，南京金牛湖“生态岛”试验区，侧重
的是金牛湖周边山体的矿山修复，以及湖体
的生态整治；老山“生态岛”试验区，更加侧重
于保护秤锤树、中华虎凤蝶等南京本土特色
珍稀物种；无想山“生态岛”试验区也被省生

态环境厅列入宁镇宜溧低山丘陵陆生动植物
保护区重要生态节点之一；新济洲“生态岛”
试验区依托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是长江下游中段典型的洲滩湿地生态系
统，着重维系流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水
环境保护等。

建好还要管好，全面推进美丽
南京建设

此次南京共有5个项目入选2024年省级
“生态岛”试验区试点，占到全省入库项目的
三分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南京本身拥有较为
优越自然资源禀赋，同时也得益于南京近年
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随着南京各个“生态岛”试验区的建设
方案和实施计划加速推进，在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空间格局、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完善
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及构建生物多样性保
护监测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得到进一
步体现。

还一片蓝天，增一方净土，为野生动植物
多添一个生存驿站。在新济洲“生态岛”试验
区，已发现各类生物资源1704种，包括国家Ⅰ
级、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61种；老山“生
态岛”试验区建成后，预期将新增观测物种30
种以上，指示生物类群生命力指数提升5%以
上，生态系统生存总值提升5%以上，重点物
种保护率达到 100%，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
富，生态系统也将愈发稳定。

“生态岛”试验区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
如何在建好的基础上进一步管好？南京大学环
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芦昱给出解答。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在制
定一套管护体系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生态
治理水平，通过加强监测，长期观察生态岛项
目实施的成效。通过生态岛试验区的建设，
让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网络织得更密，
原来比较孤立的生态热点，建立相应的生态
廊道和网络，推动南京市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更大提升。”芦昱说。

下一步，南京市积极推进“生态岛”试验区
建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结合后期生物多样
性跟踪观测结果，不断修正完善、补齐短板，
让“生态岛”试验区真正成为野生动植物的美
好家园。

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原中央商场工会主席兼市绸布业行业工会主席刘金如：

忘了过去的苦日子
就不会珍惜今天的好日子

■主人公
刘金如（1929 年—2022 年），江苏镇江人，

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曾任中央商场工会
主席兼市绸布业行业工会主席等。

■讲述人
刘颖，刘金如代表的儿子，曾任市人大常

委会委员、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江心洲“生态岛”试验区打造城市“生命栖息地”
已成为长江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的生命方舟

日前，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公示了
2024年“生态岛”试验区试点项目入
库名单，南京市5家试验区入选，总数
位居全省第一。什么是“生态岛”？它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发挥什么作用？
如何进一步建好管好？近日，记者走
进5个省级试点之一的建邺江心洲“生
态岛”试验区，探寻南京“生态岛”试验
区建设的奥秘。

通讯员 杨柳 孙翠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刘金如代表 通讯员供图

▶江心洲“生态岛”试验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