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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鸳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

称为“爱情鸟”，它们和杭州的缘分是从

2005年开始的。不过，第一次结缘，却

以悲剧收尾。

“2005年，西湖边首次发现野生鸳

鸯，鸳鸯宝宝孵化得挺顺利，可惜没有

人照看，后来要么病死、要么被其他动

物吃了，一只都没留下。”浙江野鸟协会

副理事长程国龙回忆说。

2007年，当野鸟协会再次发现西

湖水域出现一窝鸳鸯繁殖后，他们派了

十多位志愿者24小时轮流蹲守，期间

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小鸳鸯，及时报警制

止。那6只小鸳鸯后来全部成活，成为

西湖野生鸳鸯首次成功繁殖记录。

此后十年间，西湖边每年都有零零

散散的一两窝鸳鸯宝宝出生，成活率也

还算高。

2017年秋季，程国龙在西湖边做

鸟类品种调研，见到一个20岁出头的

男子趴在锦带桥边，对着湖里的小鸳鸯

招手。小鸳鸯们很信任地朝着男子游

过去，没想到男子一把抓起一只小鸳鸯

塞进口袋，旁边的鸳鸯妈妈发出尖利的

叫声。

“快把鸳鸯还回去，不然我报警

了！”程国龙呵斥道。男子不肯，他想

把鸳鸯带回家里去养。“鸳鸯是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抓捕鸳鸯或在没有许可

证情况下饲养，都属于违法。”听了程

国龙的话，男子最终把鸳鸯放回了湖

面。

亲眼看到有人伤害小鸳鸯，程国龙

坐不住了，他想成立一支专门保护鸳鸯

的队伍。当年5月，他向野鸟协会提议

后，协会非常支持，随即组织成立了西

湖鸳鸯护卫队。

首批成员有50人，程国龙专门物

色了一些协会工作人员和水鸟摄影爱

好者。

7年来，这支队伍逐年壮大。今

年，杭州市公安局景区分局成立“生态

西子义警”团队，除了将西湖鸳鸯护卫

队纳入其中，还招募了西湖边的摄影爱

好者、大学生、西湖跑团、专家学者等。

“这8700余名义警要做的事情，就是劝

导游客、市民与鸳鸯保持一定的距离，

文明观赏，做到不投喂、不惊扰、不抓

捕。”岳庙派出所责任区民警杨陟川

说。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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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有了岸上的“家”
采风团见证基层渔业综合治理“化蛹蝶变”

|3版 |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郑倩颖

一张调解协议书，让身处浙江最东部

海岛县——嵊泗县的船员陈某感受到了

“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的速度与效

率。此前，因出海作业导致神经受损而终

身无法行走，他在嵊泗县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获得了法律援助、司法鉴定、调解“一站

式”公共法律服务，很快与雇主敲定了赔偿

协议。

自去年11月省司法厅部署开展“15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工作以来，浙江

综合集成各类法律服务资源，织密服务网

络，将公共法律服务延伸到乡村基层和开

发区、商圈、楼宇等神经末梢，全域打造线

上线下融合闭环、市县乡村一体化服务的

“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像陈某这样

享受便捷公共法律服务，在浙江已是常态。

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中毅表示，

浙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萌发地和法治

中国建设重要实践地，理应在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上走在前作示范。打造“15分

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旨在破解公共法律服

务资源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通公共法律

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

公共法律服务的新需求、新期待，不断提高

公共法律服务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构建“1+4+N”服务网络
让公共法律服务圈有形覆盖

走进青田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治

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

等功能窗口一应俱全；一旁的公共法律服

务智能自助机，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让

山区居民也能共享全省公共法律服务资

源。

据悉，丽水市贯通省统建“12348”线

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布局市县乡村4级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并拓展延伸到

法律服务机构等N个场所。

这是全省“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服务网络体系的缩影，全省各地广泛布局、

统筹资源，形成了“1+4+N”的服务网络（1

个线上平台、4级线下站点、N个服务场

所），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多维布点的

网络体系。

“4+N”是公共法律服务的有形大网，

“1个线上平台”为这张大网插上了一双翅

膀，让优质法律服务资源突破地域、时空桎

梏，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均等普惠。

有形覆盖，随处可见。从乡镇到市区、

从沿海到内陆，浙江公共法律服务为生活

在角角落落的群众遮风避雨，提供法治护

航。据了解，通过这个线上平台，为“全省

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提供了资源统筹、流

程统一、力量统协、评价统管的基础服务，

目前，“12348浙江法网”已上架在线服务

产品62项、“浙里办”已上架高频服务产品

45项。

健全“全业务+全时空”服务机制
让公共法律服务圈有效覆盖

浙江强化服务资源整合、线上线下融

合、专兼力量统合，推动了公共法律服务从

“单一服务”向“集成服务”、从“线下服务为

主”向“线上线下协同”、从“单兵作战”到

“共建共享”的转变。

浙江司法行政部门对内整合了律师、

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法援等司法行

政法律服务资源，对外联动了社会治理中

心等相关部门的法律服务资源，强化专兼

力量统合，建强专职队伍，充分调动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专业优势；壮大兼职

队伍，强化对村（社区）工作人员、法律明白

人等兼职服务人员的培训，提供服务指引、

帮办、代办，满足群众多样化法律需求。

（下转2版）

浙江全域打造“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为何越来越多的鸳鸯选择成为“杭州鸟”？
本报记者 陈毅人
实习生 张怡 通讯员 黄琳 文
通讯员 朱莉莉 冯少骏 摄

黄莺作对的季节马上就要过去

了，但在杭州西湖边的树底下，春天留

下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截至5月

14日，今年西湖边已迎来了8窝75只

小鸳鸯，它们有的诞生在西湖孤山荷

区，有的从位于浣纱路的树洞中跋涉

2公里而来。这些小家伙们憨态可

掬，成天跟着鸳鸯妈妈在西湖自在畅

游，它们要在西湖生存、发育、成长。

从2019年起，西湖鸳鸯护卫队的

义警们会在每年末对西湖的鸟类品种

和数量进行统计。2023年底，他们惊

喜地发现，西湖的鸟类品种和数量都

在增长，其中鸳鸯的涨幅最大。“鸳鸯

是一种候鸟，每年秋天，北方的鸳鸯会

飞到杭州过冬，寻找爱侣，来年春天，

它们再北归繁殖。它们对生存环境是

很挑剔的。”西湖鸳鸯护卫队成员、生

态西子义警倪莺说。

但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鸳鸯

选择留下来成为“杭州鸟”，它们为何看

上了杭州这座城？这座城市的人们又

是如何跟它们和谐相处的？记者分别

找到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

分局岳庙派出所民警、浙江省野生动植

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专家、杭州动物园

的野生动物鸟类保护专家、西湖鸳鸯护

卫队队员、生态西子义警以及为鸳鸯礼

让的公交车司机等，寻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