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里司空见惯的昆虫，对
于科学研究有着重要价值。”王振
华说，观察、拍摄昆虫虽是爱好使
然，但随着对昆虫世界认识的加
深，她更感受到观察收集昆虫的
意义所在。这些年来，王振华拍
摄的许多昆虫图片被收入《中国
资源昆虫图志》及其他著作；她制
作的昆虫标本成为高校课堂上鲜
活的教具；她对黑缘红瓢虫冬季
生活习性的观察和记录，为相关
生物防治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观测
资料。

“当初参加《中国资源昆虫图
志》出版研讨时，面对满堂的专家
教授，我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的农村妇女，慌得都不知该说些
什么。是专家教授们的鼓励，让
我放下担子，勇敢地表达自己对
昆虫世界的热爱。”王振华说，看

到作品入选“国字号”图书，她非
常自豪，感觉自己的努力得到了
认可。

我国昆虫资源产业化领域领
军人物刘玉升见证了王振华在昆
虫观察、采集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
农家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刘
玉升说，王振华突破生活的边界，
以摄影艺术展现千姿百态的昆虫
世界，是热爱与追求的相互成
就。“从昆虫专业研究角度看，她
对昆虫的观察和采集，具有系统
性和动态性，不仅能系统地观察
各类昆虫，而且这种观察是随时
随地的，即使是专业的研究生和
博士，也未必能做到。”刘玉升说，
王振华是优秀的科研助手。

如今，王振华的果园时常迎
来教学实习的高校学子。她带着

学生们行走在果园及周边的山野
溪流，探秘昆虫世界。“每年发生的
虫害种类不一，昆虫采集的时段
性特别强，可谓转瞬即逝。”山东农
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实验教学中
心主任张卫光表示，王振华对昆
虫进行全时段观测和采集，为教
学和实验提供了翔实资料。“我非
常佩服王大姐，她因爱好而钻研
昆虫的观察和采集。在业余从事
昆虫观察、拍摄、采集的爱好者中，
她是佼佼者。”张卫光说，王振华在
昆虫的鉴定、描述等方面有着很
高的水平，对于昆虫养殖也有着
独特技巧，他们为此专门邀请她
为高校学生讲课。“高校在果园设
立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提供
昆虫采集的专业器具、材料等保
障，并邀请我去实验室参观交流，
开阔了我的眼界。”王振华说。

“业余爱好者”的“国字号”贡献

热爱生活的王振华喜欢大
自然的一草一木。她时常拿着
手机拍照，并在网络上分享。“最
开始只是拍些花花草草，后来有
网友点评：‘花朵很美，但缺少一
点灵性。’”王振华说，她没学过
摄影，不知道这灵动来自哪里。
网友热情分享拍摄心得：“如果
画面中有只蝴蝶或小昆虫，这画
面就‘活’起来了。”2019年，王
振华在网友的帮助下，加入昆虫
摄影网络群，在群友的推荐下，

逐步被山东农业大学、云南农业
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所关注，
开启了她的昆虫观察“进阶”
之路。

“从不认识昆虫到熟知昆虫，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王振华
分享着自己的经历。“昆虫的观测
周期不同，比如二三月时，瓢虫从
虫卵到小虫，需要经历半个月的
时间；而夏天则发育得很快。”王
振华说，她在园子里观察昆虫，常
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也不觉得

累。采访中，看到枝头飞来一只
吉丁虫，王振华边观察边向记者
科普它的独特之处：“吉丁虫因其
金属光泽，被昆虫爱好者称为‘彩
虹之眼’。你看，它多么绚丽啊！”
言语里透着诗意。

昆虫的世界丰富多彩，鉴别
昆虫是个大问题。“原来我是翻书
或上网查找，效率低且不准确。”
王振华说，如今在高校专家“智囊
团”的指导下，她已经成了鉴别和
采集昆虫的行家里手。

“进阶”之路

采访期间，王振华展示了一
幅幅动感十足的昆虫照片。记者
问起拍摄工具，她笑着摆了摆手
中的手机。长期从事昆虫的观察
拍摄与采集，王振华在“圈内”的
知名度不断上升。来自省外高校
的教师就曾为其邮寄专业摄影器
材，但尝试过后，王振华依然感觉
手机拍摄最称手。在她看来，昆
虫观察随时随地，拍摄也在须臾
之间。这些年来，仅同品牌手机
她就换了4个，拍摄了3万多张昆
虫照片和3000余条视频。

王振华是个有心人，除了日
常的观察、拍摄和采集，她还坚
持书写网络日志，一方面是记录
昆虫精彩瞬间，留下美好回忆；

另一方面是记录观测过程，便于
后续研究。如今，2657篇日志收
获了超1100万的访问量。“照片
充满生机，我超喜欢。”“真好奇
摄影师是怎么抓拍到这一幕
的？”“每一幅照片背后，都蕴藏
着摄影师对生活的理解与热
爱。”……评论区里，来自网友的
赞美真挚而热烈。

“大自然里，没有绝对的害虫
与益虫之分，它们都是生态链的
一部分。”说起这些年从事昆虫观
察的感受，王振华说，虽然很多昆
虫让人“闻虫色变”，但每个物种
都有其特定的“使命”，她需
要做的，就是观察、记录
下这些小生灵的一个

个瞬间。“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
办一个昆虫摄影展，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个多彩
世界。”王振
华说。

2657篇网络日志收获超千万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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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华展示自己制作的昆虫标本。记者 郑凯 摄

“三夏”时节，田野上处处是
农忙的身影。6月15日，在岱岳
区角峪镇纸房村，村民王振华忙
得脚不沾地——摘完樱桃收大
蒜，卖完大蒜种玉米。一季接一
季地种、一茬接一茬地收……她
的日子平淡且充实。然而，无论
多忙，日复一日地拍摄、观测昆虫，
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就是我的‘昆虫王国’，虽
然面积不大，但很有活力。”王振华
面色黝黑、言语爽快。3000平方
米的果园里，除了几间住了几十
年的瓦房和一间用来制作标本的
工作室，其余都用来种树。夏听
蝉鸣冬赏雪，春观花开秋望月。
王振华说，在果园里，她感受着自
然的韵律。“昆虫也和咱人一样，有

着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寒冷天
气里，瓢虫会‘抱团取暖’。”王振华
说，与虫为友充实了她的精神生
活，让她收获了很多快乐。

王振华的果园看上去普普通
通，却大有乾坤。院子及工作室的
墙上，悬挂着各式牌匾：科技部、教
育部、山东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
究院综合服务示范基地，山东农业
大学昆虫摄影基地、教学科研实践
育人基地，《资源昆虫图志》（国家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摄影基地……
这些牌匾背后的故事吸引着记者
去探究。

“果园里种了30多种树，草
本植物更数不清。”王振华说，观
测昆虫，首先就要为它们营造一
个宜居的家园。得益于多年来创

建的绿色无污染环境，她的“昆虫
王国”越来越“热闹”。今年以来，
她已采集到数百种有价值的昆
虫，为高校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观
察资料。

工作室里，一幅幅昆虫照片
活灵活现，各类昆虫标本琳琅满
目。除了观察采集昆虫，王振华
还养殖昆虫，“这是绿尾大蚕蛾，
是蛾类里的‘颜值担当’。”一说起
昆虫，王振华眼睛就亮了。昆虫
的生活习性如何？有哪些形态特
征？对于这些问题，她都娓娓道
来。说话间，她拿出工具，展示昆
虫标本的制作技巧。插昆虫针，
整理翅膀，干燥保存，一会儿工
夫，一个色彩艳丽的柑橘凤蝶标
本就制作完成。

与虫为友 乐在其中

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徐
文莉）“快40年了，这条路终于贯
通了！”近日，宁阳县磁窑镇后丁
村村民刘金风看着家门前崭新的
柏油路红了眼眶。历经三十八载
岁月，承载群众期盼的磁窑镇火
车站北路，终于完成了从“规划图
纸”到“康庄大道”的转变。

作为磁窑镇南北交通的重要
道路之一，早在1986年，火车站
北路的修建计划便写入城镇规
划，但受限于地形、资金等多重因
素，工程始终停留在纸面上。火
车站北路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却也因年久失修让周边村民苦不
堪言。“以前去化工园区上班要走
这条路，路面坑坑洼洼的，骑电动
车得颠一路，夜里更不好走。”后
丁村村民刘静说，这条路也是很
多村民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必经
之路。

2024年，磁窑镇将火车站北
路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工程，并召
开了现场推进会。最终，经多方
努力，磁窑镇筹资1600余万元，
修建了南起前丁大桥东侧，北至
堡头大街，纵贯后丁村，全长1.2
公里、宽12米的火车站北路。“随
着磁窑镇道路亮化及道路节点安
全提升工程的实施，特别是火车
站北路的贯通，原801省道的通
行压力得到了缓解，镇域道路交
通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宁阳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队长张

雨兵说。
“以前不少村民上班要绕远

路，很不方便，现在路修通了，沿
街几十户商铺也陆续营业，大伙
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购物
了。路通了，咱村的发展路也宽
了，往后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后
丁村党支部书记丁猛感慨地说。

火车站北路通车，最直观的
变化体现在“人气”上。“以前的路
不好走，根本想不到来这里开
店。”刚刚试营业一周的河畔农家
乐老板刘富对此感受颇深。“我们
看到这边路通了，环境好了，嗅到
了商机，开春就租下了一个院落，
改造成农家乐，现在每天晚上都
有十几桌客人，可热闹了。”

“我们围绕工业经济和城市
发展两条主线，发挥毗邻宁阳经
济开发区及宁阳化工园区的区
位优势，做好住宿、餐饮等相关
配套服务，让城市烟火气旺起
来。”磁窑镇相关负责人说。入
夏后，火车站北路沿线路灯全部
安装完毕，造型简约的太阳能路
灯整齐排列，每当夜幕降临，灯
光如繁星点点。

如今的火车站北路，路面平
坦、标线清晰，道路两侧有近千
株的黄金槐、石楠等树木，绿荫
如盖。夜晚漫步于此，一边是海
子河水碧波荡漾，一边是路上车
水马龙，昔日“灰头土脸”的街道
彻底变身为会呼吸的生态廊道。

磁窑火车站北路贯通

一条民生路 幸福千万家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温
雯）“以前总觉得用手机缴费难，
经过你们指导，才发现原来这么
简单，以后在家就能缴电费、办
业务，太方便了。”近日，市民李
先生在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景区
供电营业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学会了使用“网上国网”App缴
纳电费。

72岁的李先生家住师专家
属院，该区域由国网泰安供电公
司景区供电营业厅负责供电服
务。该营业厅位于老城区中心位
置，周边居住着大量老年人。

结合实际情况，该营业厅专门
设立“银发服务岗”，安排专人为老

年人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工
作人员不仅为老年人讲解夏季安
全用电常识、大功率电器节能使用
方法，还手把手指导老年人线上缴
费，介绍峰谷电价政策，耐心解答
各类用电问题，消除老年群体的用
电疑虑。同时，营业厅还免费为老
年人提供“渴了能喝水、热了能乘
凉、累了能休息”的暖心服务。

此外，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积
极组织营业厅工作人员参加夏季
专项业务培训，重点对电费电价、
用电增容、夏季用电安全知识、节
能用电技巧等内容进行系统学
习，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相关
政策法规，准确解答客户问题。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开设“银发服务岗”

助力老年人安全便捷用电

■工作人员为老年人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通讯员供图

本报 6 月 19 日讯（通讯员
赵杰 张靖）近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深入贯彻省局2025“守护消
费”铁拳行动部署，开展网络餐饮
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幽灵外卖”
等网络餐饮违法行为。

检查过程中，市市场监督管
理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通过外
卖平台查看商家线上公示的营
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
息，实地走访商家经营地址，逐
一核对实际经营地址与线上登
记地址是否一致，检查后厨卫生
状况、食材储存条件以及食品加
工操作是否规范。经严格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商家存在实

际经营地址与登记地址不一致、
后厨环境“脏乱差”等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令
商家立即整改，对情节严重的，
依法依规采取停业整顿、立案查
处等措施。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局将以此次专项检
查为契机，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持续加大对“幽灵外卖”等网络
餐饮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并不
定期开展“回头看”检查，防止问
题反弹；同时，加强食品安全宣
传教育，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意识，引导消费者选择正规、有
资质的商家订餐。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行动

严查网络餐饮乱象
筑牢食安防护屏障

岱岳区角峪镇的一位普通农妇，靠拍摄、采集、观测昆虫“出圈”，作品被收入“国字号”
著作，制作的标本成为高校教具，并受邀为大学生授课——

王振华和她的
□记者 郑凯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因为热爱，走进了昆虫的世界。”57岁的王振华站在她的“昆
虫王国”里，身后是高校授予的“教学科研实践育人基地”牌匾。她不是科班出身，却拍出一幅
幅令人心动的昆虫照片；没有专业背景，却记录下一个个让专家赞叹的瞬间……这位终日忙
碌于果园的农妇，如今已成为连接田野与实验室的独特桥梁。

刺蛾幼虫 斑衣蜡蝉若虫蜕变成虫的时刻

柑橘凤蝶三龄幼虫

十二褐斑菌瓢虫

食蚜蝇

吉丁虫

毛跗黑条蜂

昆虫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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