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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园

新华社记者于力、武江民、李铮、郭翔

　　每至 5 月，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服务中
心主任李玉祥来南小河的次数就会增多，这里
是黑嘴鸥的繁殖地，有着他深深的牵挂。
　　为了给黑嘴鸥一个温暖的家，盘锦市成千
上万个“李玉祥”们倾心守护，用心经营，黑嘴鸥
每年春天飞到这里，自由地觅食、嬉戏、休整、繁
殖，数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千余只增长到目
前的上万只，它们在辽河口湿地获得了重生。

守护：给黑嘴鸥一个温暖的家

　　黑嘴鸥，一种被称为“湿地精灵”的中型水
鸟，因多重因素影响数量稀少，被列入国际鸟类
保护委员会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
　　关于黑嘴鸥的“家”在哪儿一直是个谜。直
到 1990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鸥类专
家梅伟义博士到盘锦考察，确认辽河口湿地是
黑嘴鸥的繁殖地后，关于黑嘴鸥“家”的秘密才
一点点揭开。
　　 1991 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玉祥成为首
批黑嘴鸥观测团队成员。那段日子，李玉祥终
日与狂风、烈日、滩涂相伴，奔走在寻找、追逐黑
嘴鸥踪迹的路上。
　　“黑嘴鸥是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保护研究意义重大。”李玉祥说，对黑嘴
鸥的研究必须在繁殖地进行，它对繁殖环境要
求十分苛刻，多在碱蓬草生长的湿地筑巢繁殖。
　　长期以来，由于筑堤造田，渔业捕捞等，湿
地大量流失，黑嘴鸥种群数量逐年减少。20 世
纪 90 年代初，全球黑嘴鸥可观测到的数量仅
有 2000 余只，盘锦是最大的繁殖地，种群数量
也只有 1200 只左右，长此以往黑嘴鸥将面临
灭绝的风险。
　　千余只黑嘴鸥何以为“家”？1991 年，当地
媒体人刘德天自发组织起黑嘴鸥动物保护协
会，开始为保护黑嘴鸥四处奔走。2010 年，一
家企业准备在 30 万亩滩涂上开发海参养殖
场，刘德天依靠盘锦市环保部门阻止了这一行
为；为了让黑嘴鸥吃得好，保护协会组成专家团
队技术攻关，孵化出黑嘴鸥的食物沙蚕苗。
　　为保护黑嘴鸥，盘锦市政府从 1993 年就
专门安排 410 万元试验性地建设了人工繁殖
岛，2004 年成立南小河管理站，建设总面积为
9100 亩的繁殖区，逐步升级对黑嘴鸥的保护。
　　 30 多年来，呵护黑嘴鸥已成为盘锦广大
市民的自觉行动，目前黑嘴鸥保护协会有 4 万
多名会员，有的市民一直主动关注、救治受伤的
黑嘴鸥；有的企业把自家办公室发展为黑嘴鸥
环保教育基地；有的志愿者自发到滩涂清理海

洋垃圾……

转折：不要让湿地成为“失地”

　　丹顶鹤和黑嘴鸥，哪个是盘锦市鸟，一直是
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崇尚高贵，认为
盘锦自古就是仙鹤之乡。有人偏爱纯洁，觉得
全民守护的黑嘴鸥更惹人喜爱。也有人不服
气，300 余种鸟“落户”盘锦，哪一种不是掏心窝
子换来的。“要我说，300 多种，每种都是市鸟。”
　　闲谈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生态底气。
　　地处辽河、大辽河、大凌河三条河流入海
口，拥有 2165 平方公里自然湿地、300 余种珍
稀鸟类，盘锦，被誉为“湿地之都”。但在一段时
期，这里的湿地也曾面临“失地”风险。
　　“要大米还是要丹顶鹤，要海参还是要黑嘴
鸥？”20 世纪 80、90 年代，人们把苇田变成了
稻田，把滩涂变成了养殖场，部分滩涂的残饵、
残药、化肥和排泄废物接连成片，如同湿地发出
的哀号，亟待救援。
　　 2015 年前后，盘锦陆续开始实施“退耕还
湿”“退养还湿”工程，推动过程中为了保证养殖
户的利益，盘锦市实施“一户一策”，对到期退出
的养殖户补偿一定的转产费，对生活困难群体
给予精准救助。
　　盘锦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生态修复科
负责人孙大志介绍，截至 2021 年，盘锦实现
598 户养殖业户全部退出，恢复湿地 8.59 万
亩，恢复自然岸线 15.77 公里，造就了全国最大

的“退养还湿”单体工程。
　　在辽河油田，2019 年陆续关停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内的生产设施。在市区，住建等
多部门坚持“引湿入城”，80 处城中湿地星罗
棋布，人们在此闲坐垂钓，露营小憩，在忙碌
的城市生活中寻找一方宁静。
　　 2021 年，盘锦市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当地旅游经济也
迎来红利期，红海滩国际马拉松赛、动力伞大
赛、帆船拉力赛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国内外游
客…… 2021 年，盘锦市共接待游客 2989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 22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7.6% 和 15.1%。

共存：人与青山两不负

　　一只鸟，一群人，一座城市，像盘锦这样
关于生态保护的故事每天都在辽宁上演。
　　濒临黄海、渤海，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
鸟类迁徙通道的辽宁省，每年经过这里的鸟
类种数达 376 种，种群数量达 600 余万只。
让候鸟自由飞翔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共同的责任。
　　辽宁本溪市市民曹大宇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自驾前往省内一些山野农田，守护、救助、
放飞各类候鸟。9 年来，曹大宇已在辽宁各
地发展数百名护鸟志愿者。
　　每逢春季候鸟归来，庄河市野生动物保
护站负责人孙长强都要乘船登上王家镇元宝

岛，住在观鸟站，开始长达一周的观测。望远
镜的另一侧，是世界濒危鸟类黑脸琵鹭，站在
礁石上成双成对，迎风而向，悠闲小憩。近年
来，在当地政府和市民的保护下，黑脸琵鹭在
庄河的数量逐年稳步增长，截至 2021 年已
经突破 240 只。
　　禁捕、观测、救助……近年来，辽宁省划
定了野生动物禁猎区，规定了禁猎期，全省范
围内全年禁猎，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
活动。依靠多方力量，辽宁已对 124 种国家
重点保护鸟类开展生物学、生态学方面的调
查研究，并建立了数据库。
　　在辽西朝阳，河湖生态不断改善，数十只
天鹅开始选择到市区常住，安家过冬；在辽宁
中部法库县獾子洞湿地，每年有近 2000 只
白鹤冒雪迁徙 600 公里，只为在此处停歇觅
食；在辽东东港市，每年过境、栖息、觅食、越
冬的各种鸟类达 300 多种、数量上百万只。
　　目前，辽宁省建立了各级各类自然保护
地 264 处，其中自然保护区 98 处。自然保
护地总面积 2.52 万平方公里，保护了 75%
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类和 90% 的鸟类集
中分布种群。
　　一年复一年，人与候鸟相聚又离别，这些
形迹匆匆的过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
证者。在春意盎然的湿地，在郁郁葱葱的山
林，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与坚守，维护着这份

“家”的宁静与自然。
       新华社沈阳 5 月 15 日电

　　初夏的青海气温渐
升，在海东市平安区，山间
的风依旧呼啸。王舰艇裹
着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
时而用望远镜观察远处山
谷里一处鸟巢，时而调整
相机角度进行拍摄，时而
打开观测笔记录……鸟巢
里，一对刚迎来雏鸟破壳
的黑鹳正在“换班”。
　　每年 5 月、10 月的第
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候鸟
日”。多年来，位于青藏高
原的青海省大力保护迁徙
鸟类，让这些“空中客人”
找到家。自 2003 年开始观
鸟以来，作为青海国家公
园观鸟协会会长的王舰
艇，近 20 年间在省内已观
测到鸟类 400 余种，其中
半数以上是候鸟。
　　“这对黑鹳已连续多
年到青海繁育后代了。”王
舰艇说，今年从 3 月中旬
观察记录到这对回巢的黑
鹳后，他们每星期都会来
看看。
　　世界濒危珍禽黑鹳是
中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每年 3 月中旬，
黑鹳到青海生活繁殖，直
到 9 月 底 1 0 月 初 南 迁
过冬。
　　“每三小时左右换一
次班，为了抚育后代，这对
黑鹳历经艰辛。”王舰艇
说，为了不惊扰鸟类，受视
角限制他们无法看到巢里
的雏鸟。但当看到这对黑
鹳换班后没有立刻卧下孵
化，还低头晃动着，王舰艇
满是欣喜。“结合之前的各
项观察记录和它们的行为，可以肯定，雏鸟破
壳了。”
　　据《青海经济动物志》《青海鸟类图鉴》等
统计，目前青海省共有野生鸟类 432 种，隶属
于 21 目 65 科 203 属，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
类有金雕、黑颈鹤、黑鹳、中华秋沙鸭等 26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大天鹅、灰鹤、蓝马
鸡等 81 种。
　　“近年来，随着青海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三江源、祁连山等国家公园试点及建成，越来
越多候鸟在青海安家。”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毓说。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境内的青
海湖，不仅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
中亚-印度、东亚-澳大利亚国际水鸟迁徙的
重要节点和青藏高原水鸟的重要越冬地。
　　近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
员在位于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巡查时，偶然
发现一只体形较大的雀形目鸟，经比对鸟类
图鉴，认定为此前不在青海湖鸟类记录中的
灰椋鸟。至此，青海湖鸟类达 228 种。
　　位于三江源腹地的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84 年，是中
国首个以黑颈鹤及其繁殖地为主要保护对象
的自然保护区，区域内目前有黑颈鹤、金雕等
5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巴桑才仁是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站站长。十年里，他曾无数次用双脚丈量
整个隆宝湖，见证了该保护区数字化保护历
程。从起初只有一台军用双筒望远镜到实时
监测水鸟栖息全覆盖视频监控平台，从仅有
5 名职工巡湖护鸟到青海全面启动实施湿地
管护员制度，从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到
数字化保护区建设……如今该自然保护区
还建有自然生态科普宣教馆、鸟类救护室、
观鸟室、水鸟监测中心等环境教育基地。
　　“守护候鸟有时很苦也很累，但看到水鸟
自由飞翔，看到救治康复的鸟儿放飞大自然，
听着不远处黑颈鹤此起彼伏、悠扬的叫声时，
才会明白守护的意义。”巴桑才仁说。
　　 4 年前，年近六旬的藏族牧民才才被聘
为隆宝滩湿地管护员。如今每次巡护，他都会
看到一对对黑颈鹤在湖畔翩翩起舞，一群群
斑头雁、赤麻鸭尽情玩耍、自由飞翔，交汇成
一幅如梦如幻的画面。
　　“夏季，在隆宝滩大面积湿地上，有很多
鸟筑巢安家。日常巡护时，能看到很多叫不上
名字的鸟，希望它们每年在我们家乡多待些
日子。”才才说。 （记者李琳海、耿辉凰）
       新华社西宁 5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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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9 月 11 日拍摄的青海湖水鸟
和青海湖裸鲤（手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摄

新华社记者孙晓辉

　　近期，一场公益诉讼增殖放流活动在东平
湖大安山水域举行，100 余万尾鱼苗放入湖
中，让凤头䴙䴘、白鹭、须浮鸥等水鸟的“粮仓”
进一步丰实。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价值 40 余
万元的鱼苗，由 2 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被告
人买单。
　　去年 7 月底，当地村民郭某、陆某等 2 人
在东平湖使用禁用的捕捞工具捕捞水产品共计
1.2 万余斤。今年 3 月，东平县检察院对此依
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法院判令 2
人以增殖放流的方式向东平湖投放鱼苗进行生
态补偿。
　　东平湖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境内，常年水面

209 平方公里。作为古典名著《水浒传》故事
主要发生地之一，东平湖不仅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重要枢纽，还是黄河中下游最大的
湖泊，对整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意义重大。
　　每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是东平湖
的禁渔期。然而受利益驱使，前些年非法捕
捞现象屡禁不止，东平湖渔业资源一度濒临
绝境，“粮荒”严重威胁水鸟的生存。
　　东平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学兰
说，以往非法捕捞案件一般一罚了之，震慑犯
罪效果欠佳。近年来，公益诉讼对治理东平
湖非法捕捞屡禁不止顽疾起到重要作用，让
东平湖的生态得到有效补偿。
　　“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推广‘人
放天养、放鱼养水’生态渔业模式，是养护水

生生物资源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之一。”东平县东平湖管委会副主任付茂鲁
说，东平湖今年的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鲢鱼、
草鱼、蟹等优良品种 1600 万余尾。
　　据东平县委书记马焕军介绍，除了增殖
放流，针对非法捕捞和污染难题，东平县近年
来还先后开展了网箱拆除、砂场清理等九大
攻坚行动，清除违法建筑 447 处，清理网箱
网围 12.6 万亩，让水质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三
类标准以上。
　　鸟类是环境的晴雨表，对生态环境和水
体中的水生生物多样性要求较高。得益于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全
球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青头潜
鸭近两年频繁现身东平湖。

　　今年 2 月，东平县护鸟观鸟协会在东平湖
记录到 1600 多只青头潜鸭。经专家确认，这
群青头潜鸭为目前国内记录到的最大单一
种群。
　　据介绍，青头潜鸭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和
西南部地区，栖息于山区森林地带多水草的小
型湖泊、水塘和沼泽等，对栖息环境的要求非常
苛刻。由于过度狩猎和生境恶化等原因，青头
潜鸭种群数量稀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
名录列为“极危”物种，2021 年升级为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
　　“东平湖发现的青头潜鸭数量，已经超过
2020 年调查的全国总量，这与东平湖生态环境
改善有密切关系。”曲阜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高
晓冬说。         新华社济南电

东 平 湖 上 ，水 鸟 不 再 闹“ 粮 荒 ”

▲ 5 月 5 日在盘锦市辽河口湿地南小河黑嘴鸥繁殖区拍摄的黑嘴鸥。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黑黑 嘴嘴 鸥鸥 重重 生生 记记

濂 澳 渔 村 观 苍 鹭新华社记者梅永存、彭张青

　　逾千只苍鹭飞落在翠绿的树丛上，宛若漂
浮的片片雪花，与黛瓦屋顶的小渔村相映衬，透
射出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
　　暮春五月是苍鹭繁衍时节，记者踏访了濂
澳村，看到苍鹭群在树丛上空穿梭飞舞，叽叽
喳 喳 叫 个 不 停 ，像 是 成 群 结 队 地 在 赶 乡 村
大集。
　　“苍鹭是村里的宝贝，在这里生活几十年
了，给我们引来了不少游客，带动了村里的观光
旅游。”村妇女委员陈彩香说。
　　濂澳村地处闽东沿海罗源湾沿岸，三面环
山，依山向海，是福建省罗源县碧里乡一个偏僻
渔村，其后山树丛中常年栖息着数不清的水鸟
苍鹭，享有“苍鹭村”的美誉。
　　陈彩香介绍，20 世纪 60 年代，一对灰羽
黑嘴苍鹭从外地飞来，“安家”在这个渔村的
后山上。当地村民认为是吉祥鸟，经常投放

鱼虾喂养它们。苍鹭把这里当成了家园，逐
渐形成了现今的规模性族群，数量高达 3000
多只。这里成为福建省重点保护的野生苍鹭
栖息地。
　　濂澳村爱鸟护鸟成了村规，上至耄耋老人，
下至垂髫小孩，从未有村民伤害过苍鹭。夏秋
台风季节，村民会自发上山将刮落的鸟巢放回
树上，并将受伤的幼鸟带回家包扎，伤养好后再
放归山林。
　　罗源湾海边鱼虾为苍鹭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来源，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适宜苍鹭栖
息繁衍。“这么多野生苍鹭栖息在濂澳村，能
与村民长期和谐相处，这种情形国内少见。”
网名为“浑水”的福州鸟类爱好者在渔村采风
时说。

　　为了保护苍鹭，当地村民曾多次与外来
盗鸟人斗智斗勇。十年前，3 名外地人驾车到
濂澳村偷捕苍鹭，村民发现后立刻报警，并及
时封堵村道路口，让 24 只被捕猎的苍鹭“虎
口逃生”。
　　日渐壮大的苍鹭族群近年来吸引了大批
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和拍摄，渔村观鸟旅游
随之兴起，办了民宿的农家每月可额外增加
2000 多元收入。
　　为捕捉苍鹭清晨结伴出海觅食的瞬间美
景，不少鸟类爱好者会在渔村食宿过夜，住在
村民开办的家庭旅馆。渔村近些年在两个观
鸟点修建了观鸟亭和观鸟步道，设立了濂澳
村苍鹭生态保护摄影基地，鼓励当地村民创
办农家乐，增加乡村客栈数量，发展生态观鸟
经济。
　　“生态观鸟是朝阳产业，今后会变成渔村
取之不尽的聚宝盆！”碧里乡干部凌翔对记者
说。          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罗源县碧里乡濂澳村后山的树
丛中，苍鹭在嬉戏（5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梅永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