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在中国人心中是吉祥、美好的象

征。与鹤为邻，是古来多少文人雅士的

梦想。

在数千白鹤翱翔之地——江西省南

昌市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候鸟保护志愿者

周海燕便过着这样与鹤为邻的生活。但

她为鹤付出的心血，却少为人知。

五年间，周海燕放弃安稳的工作，创

立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为白鹤守护一片生

息的乐土。

一

周海燕原本供职于电视台，曾任节目

主持人。 2013 年，一项新的爱好成了她

生活的转折点——她迷上了生态摄影。

从这年开始，周海燕每年都会和朋友相约

到鄱阳湖拍鸟。也是从那时开始，舞姿翩

翩的白鹤便永久地住进了周海燕的心里。

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白鹤都在鄱阳湖越冬。

对周海燕来说，每年的候鸟季，都是一场

与白鹤相约的年度盛会。

2016 年 11 月 23 日，周海燕和摄影师

同伴们如往年一样巡湖，偶然发现了白鹤

们的“新家”——鄱阳湖畔五星垦殖场的

一片藕田。时至冬天，藕田里莲叶东倒西

歪，零乱地倒伏在水面。上千只白鹤或高

空飞翔，或低空盘旋，或埋头啄食，或仰首

鸣唳，蔚为壮观。

惊叹之余，周海燕心生疑惑：一向远

离人类生活的白鹤，为何主动“入住”人类

的农田？

拜访有关专家后，她得知，近年来因

气候原因，鄱阳湖内鹤类的传统食物数量

急剧减少。 2016 年的鄱阳湖夏汛，让这

种情况进一步加剧，白鹤只得飞往五星垦

殖场的这片藕田觅食。

白鹤在这里找到了生存空间，但藕农

却蒙受了重大损失：这年冬天，藕田几乎

绝收。藕农决定退租这片藕田，而新接手

的承租户则决定改种其他作物。

湖内已缺食物，藕田如若改种，白鹤

吃什么？

2017 年 1 月，周海燕和一批摄影师共

同提议，众筹租下这片藕田，继续种藕，专

供白鹤取食。虽然没有任何务农经验，也

缺乏筹备时间，但周海燕还是毅然接受众

人托付，成为行动的牵头人。

此后，周海燕放弃之前的工作，承包

藕田种藕，为白鹤建起一个“人工食堂”。

2017 年 4 月，土地租赁合同终于签订下

来。从此，周海燕的身份也从主持人变成

了一名“藕农”。

因前期沟通谈判时间过长，很多参与

者逐渐心灰意冷，散去大半。然而，周海

燕没有退路：那些幼鹤索要食物的一声声

嘶鸣，让她的心一阵阵地揪紧。

有了藕田，还需要藕种。此时，南昌

的天气已然热了起来，莲藕的最佳栽种时

间已过去半个月。周海燕和志愿者们四

处收购藕种，直到 4 月底才初步筹齐。之

后的二十多天，周海燕一头扎在垦殖场，

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赶在开工之前到达藕

田做准备工作。初夏的阳光，热辣辣地扑

向藕塘。周海燕穿着厚厚的防水裤，在淤

泥里吃力地跋涉。每走一步，防水裤里的

汗味、热气直往上冒，令她头昏脑涨。可

当月亮升起，看着亲手栽种的那一片片藕

田，看着那被加宽了的崭新田埂，她的脸

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二

保护小区开工后，很多人并不看好：

“要是白鹤不来，你周海燕岂不是白忙一

场？”白鹤没来时，周海燕确实有些紧张不

安。倒不是怕听风凉话，而是担心那美丽

的白鹤无处栖身。接连好几个月，她一直

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

2017 年 11 月的一个清早，天边刚露

出微微亮光，住在藕田边的农户给周海燕

打来报喜电话：“白鹤回来啦！”

周海燕箭一样冲出屋，直奔藕田。看

到白鹤一家三口正在田里悠闲觅食，周海

燕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年冬天，周海燕和伙伴们花费大半

年时间、耗资一百多万元保住的这三百亩

藕田，吸引了一千四百多只白鹤聚集于此

觅食越冬。藕田里那密密匝匝的白色身

影、那灵动而飘逸的鹤舞，成为周海燕及

伙伴们眼中最美的风景。

在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外，周海燕建了

一栋简易板房。每年有近十个月，她在这

里 种 养 莲 藕 、管 理 农 田 ，

等待白鹤归来，接待前来

观鹤的客人。

蓝 顶 白 墙 的 板 房 外

观 简 朴 ，室 内 却 妙 趣 横

生，墙上挂满了有关白鹤的摄影作品，其

中不少出自周海燕之手。她镜头下的白

鹤，常孤傲独立在纯净的背景中，硕大的

羽翼如白莲绽放，纤细的长腿俏立于明镜

般的水面。

千鹤曼舞的盛景，吸引了近四十个国

家观鸟、摄影人士和学者的目光。在江西

省林业局、南昌市林业局及南昌高新区的

努力下，五星白鹤保护小区被列入“鄱阳

湖国家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试

点。周海燕深感振奋：终于可以理直气

壮、名正言顺地保护白鹤了。

保护区运营不易。租地、种藕、巡护、

管理、改善基础设施，每年开销不菲。有

人建议周海燕，可以让游客进入保护小区

观鹤，这样也可以收取一些费用。周海燕

略一思忖，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能让游客

进入小区，要最大限度减少对白鹤的干

扰。如此一来，账本上“只出不进”，这个

“无底洞”谁都不愿跳进去，只有周海燕！

她咬咬牙，不顾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把

自己一套老房子的拆迁款悉数投了进去。

周海燕知道，如果只靠自己，就算倾

家 荡 产 也 无 法 让 白 鹤 保 护 小 区 存 续 下

去 。 但 为 了 那 些 白 鹤 ，她 还 想 再 坚 持

一下。

三

2018 年冬季，北方气温偏高。到了

11 月下旬，白鹤的“侦察兵”才出现在保

护小区上空。周海燕又开始满怀期待。

谁料，一日深夜，阵阵刺耳的金属剐

蹭声和巨大的轰鸣声，将周海燕从睡梦中

惊醒。地震了？她披上棉衣冲出板房，眼

前的景象令她呆住了：不远处竟

有四辆平板车正在卸挖掘机！平

板 车 司 机 告 诉 她 ，附 近 要 建 停

车场。

周海燕感到难以置信：“你们

一定是卸错了地方！”第二天，更

多工程车辆开了过来。当周海燕

得 知 真 的 要 在 离 保 护 小

区不足两百米的地方

修 建 大 型 停 车 场

时 ，顿 觉 气 血

涌 上 了 头 ，不

顾 一 切 冲 上 去 阻 拦 ：“ 你 们 不 能 施 工 ！

白鹤已经回来了……”

一时间，各种鸟类四散逃去。望着空

荡荡的水面和绕道而飞的鹤群，周海燕坐

在田埂上，大放悲声。但她的哭声，被机

器的轰鸣声掩盖、淹没。

擦干眼泪，周海燕立即向有关部门反

映 情 况 。 有 关 部 门 非 常 重 视 ，2019 年 1
月，保护小区附近的作业活动被叫停。可

令周海燕痛心的是：白鹤没有回来。

明年，白鹤还会来吗？周海燕心中从

未感到如此无助和绝望。就在这时，意外

和喜讯接连到来：

2019 年初，来自中国等三个国家的

六家机构在南昌签署《白鹤研究与保护合

作备忘录》，南昌五星白鹤保护中心成为

签署机构之一。在南昌大学举办的“白鹤

保护经验分享会”上，大家对周海燕投来

了钦佩的目光。

8 月，周海燕因胃部息肉，住院做了

手术。术后第五天，躺在病床上打吊针

的周海燕接到通知，省里领导第二天要

来 小 区 调 研 鄱 阳 湖 国 际 观 鸟 周 准 备 情

况。周海燕马上拔掉针头赶往小区。她

深知：此次观鸟周对于小区的后续发展

至关重要，其他事已经无暇顾及了。三

周后，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她才回医院拆

掉了缝合线。

功夫不负有心人。乘上鄱阳湖国际

观鸟周的东风，五星白鹤保护小区迅速走

入更多人的视野，并接待了参会的国内外

重要嘉宾。周密的安排，令观鸟周组委会

大加赞赏。

2020 年春，南昌高新区将原有藕田

扩大至一千余亩，并全面完善了小区基础

设施。江西省林业局也持续加大对小区

湿地生态修复的支持力度。

2020 年冬，喜讯再度传来：藕田最新

监控画面显示，白鹤前来五星白鹤保护

小区越冬了，而数量已超过了两千八百

只……

四

周海燕的付出，被越来越多的人看

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赞扬她为白鹤

搭建的“爱心食堂”，多家科研院所将五星

白鹤保护小区列为科研基地。2021 年 3
月，周海燕被评选为江西省三八红旗手。

第二届中国鄱阳湖国际观鸟周上，周海燕

被授予“鄱湖卫士”称号。

当年 11 月，周海燕终于从住了五年

的板房里搬了出来：垦殖场为管理团队提

供了翻新的宿舍。围绕保护小区，还建有

一个占地八百平方米的自然教育展厅和

白鹤科普馆。管理团队在扩大：新招了三

名年轻大学生，冬季有了固定的保安、巡

护人员。所有人员有了工资保障，管护队

伍更稳定了。

如今，这里已成为南昌市民的网红打

卡点——白鹤小镇。据不完全统计，白鹤

小镇 2021 年冬季接待观鸟市民超过八万

人次。在这里，鹤群自在翱翔，人与白鹤

各得其乐、和谐共处。看着如此美好的景

象，对周海燕来说是最幸福的事。

题图：鹤群飞过保护小区上空。

叶学龄摄

左图：保护小区内的白鹤。周海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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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早上，天空现出清朗的蔚蓝色，养眼

润目。太阳也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春天，万物复苏，生命也鲜活明媚起

来。我被一缕春风所牵引，沿一条铺满阳光

的乡村公路一路向北，去大荆湖赏春观鸟。

穿 过 村 户 人 家 ，前 面 便 是 大 荆 湖 。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淀，大荆湖的湖水明

净如镜。湖边那一排排稀稀疏疏的杨柳

也开始有了绿意。干枯了一冬的树枝被

暖风吹得柔软起来，那丝丝柳枝上挤露

出鹅黄的芽苞。一丛丛枯黄的芦苇依然

挺立在那里。微风过处，苇叶相互摩擦，

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湖边有一片沙洲，沙洲上建有大大

小小的鱼塘。如果站在高处，你会发现

阳 光 下鱼塘的水面波光粼粼，就像一颗

颗耀眼的珍珠，镶嵌在一片广袤的原野

上。鱼塘的堤边零星散落着几栋渔民的

房屋，是一色的平房，年代已有些久远。

在一户人家的背风处，我发现一片嫩

嫩的小草在雪水的滋润下，绿油油的长得

惹人怜爱。我不禁走过去细细端详。这

些向南生长着的小草，要比朝北的草木更

早感受春天，那初现的生机正在向上张

扬。堤上依然覆盖着枯黄的茅草。扒开

衰草枯叶，发现小草已经开始钻出地表，

慢慢向上探出头来。那些黄绿色的草芽，

从头到脚都是新鲜稚嫩的。

这里，是候鸟们的天堂。这些候鸟遵

循着季节的约定，一到冬天就千辛万苦地

飞到大荆湖来过冬。这里的鸟类以反嘴

鹬、红嘴鸥和灰雁居多。它们在湖面上时

而悠闲逍遥地游弋，时而冲天而起，像喷

泉的水花一样在空中翻飞起舞。这来自

大自然的舞蹈撩拨着人的心绪，足以冲散

心头所有的烦恼。

天气晴好，春阳朗照。湖边有三三

两 两 的大人带着小孩在悠闲漫步，间或

还有几头水牛缓缓走过。在这里，你可

以自由地呼吸，快乐地观鸟，享受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愉悦。此处的快乐感染着

我的情绪，让我感受到不曾有过的愉悦。

或许是我奔跑而来的脚步声惊扰了

这些鸟儿，只见它们一飞而起，在水面上

溅起数道箭一般的水花。也有胆大的鸟

儿迅速潜入水中，过一会儿又冒出水面观

察，在水面留下一圈又一圈的波纹。鸟儿

在空中久久地盘旋，似乎在盯着我这个唐

突的来客，并发出警告的叫声。而那些家

鹅与水鸭受到了惊吓，逃也似地奋力划着

水，直到身影滑进湖的深处。

湖边的菜地里，一畦畦的油菜在雨水

的润泽下快活地舒展着肥壮的菜心，菜心

上挤满了淡黄色的花蕊。也有耐不住寂

寞的油菜花，已悄悄绽开生机盎然的笑

容，早早为油菜地增添了几分蓬勃的气

象。我相信，再过几个晴日与几场雨水，

这里的油菜花一定会开出一片更迷人的

大好春光。

春日大荆湖
黎孝民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

方，在人心里占据着最深的一隅。

我的故乡是冀中平原上的正定县

北贾村。每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我总能感觉到无尽往事一次次叩

击我的心房。而我故乡的小学校，

则是我最初、最深刻的记忆。

我清楚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书

包，是奶奶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

制的，还用红丝线绣着“学生书包”

四个大字。我每天斜挎着它早早

出门，顺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往西走

小半条街，然后再往南一拐，来到

学校上学。当年的北贾村小学非

常破旧，只有几排砖垒的简陋瓦

房，门板和窗玻璃大都残缺不全。

教室里，桌子和板凳都是用水泥砖

头砌成的，宽窄高矮各异。也有个

别课桌是木板钉成的，更是歪歪扭

扭。教室的门窗形同虚设，一年四

季风的进出都是自由的。最难忘

的是冬天，虽 然 每 个 教 室 里 都 在

墙角放置了煤火炉子，但由于老

师和我们都不大会照顾，炉火几

乎天天灭掉。每天早晨班里第一

件事就是给炉子生火。往往是上

课的钟声敲响了，教室里还是浓

烟滚滚。

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童

年的快乐，下了课照样去操场撒欢

儿。操场就在学校南边，其实是一

个集道路、露天戏场于一体的大

坑，雨天会积存一大片雨水，晴天

则有骡马车从两边的道路飞驰而

过，尘土飞扬。即便条件如此简

陋，下课钟声一响，我们还是会像

一群小鸟呼啦啦飞出教室，在操场

上叽叽喳喳地打闹追逐。上课钟

声一响，再呼啦啦飞进教室。

我工作后在城里落了脚。逢

年过节回村里，我会喊上几个当年

玩得好的小学同学到我家里聚会，

天南海北地聊聊。 1985 年春节，

我们再次聚到一起，当年的同桌兴

奋地告诉我说，咱村小学要整修

了！去年县里领导来到咱村，是专

门来看小学的，说学校条件太艰苦

了，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样的

环境下学习，要求抓紧改善，尽快

建设教学楼。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可是个

大喜讯。第二天，我专门去小学里

转了转。正处假期，学校静静的，

只有尚未融化的雪看护着破旧的

院落，等待着孩子们归来。我再次

推了推当年无数次推过的门，摸了

摸当年常常搂抱的那棵槐树，走了

走我当年奔跑过的操场……

后来我听说，县领导又来了一

次，帮助解决了盖楼用的钢筋，还

捐出了自己几个月的工资给孩子

们买图书。这件事让村党支部成

员和校长都受到很大触动，他们心

里也从此种下了一粒特殊的种子，

那就是必须重视教育。

1986 年 6 月 1 日，建筑面积一

千五百平方 米 的 教 学 楼 竣 工 了 。

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和城里

的学校一样。孩子们个个高兴得

合不拢嘴——不，不只是孩子，全

村 几 千 乡 亲 们 都 很 开 心 ！ 要 知

道，村小学在乡亲们心里可不是

一般的分量，那是全村唯一让家

家户户都牵肠挂肚的地方：谁家

的孩子不是在那里初品知识的甘

泉？谁的人生又不是从那里开始

泛舟学海？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过去，校

长换了十几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

批，村党支部也换了若干届，那粒

珍贵的种子一直被他们传递和继

承了下来，并且继续生根、发芽。

有一位老校长，自己退休了但心愿

未了，硬是说动自己师范学校毕业

的女儿，回到村里当了二十年的小

学老师。类似的感人故事，随便找

一位老师或学生家长，都能给你讲

出许多。

这些年来，村里一直把改善学

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当作头

等大事。第二座教学楼建成投入

使用；实现电教化、信息化，开展多

样化教学；第三座教学楼建成投入

使用……现在的北贾村小学占地

近六千平方米，标准的校园，规范

的操场，微机室、实验室、图书室、

少先队活动室等无不齐备。教室

配备了空调、电子白板，已是一所

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乡村

小学。

故 乡 的 面 貌 也 已 今 非 昔 比 。

当年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街

道变成了干干净净的柏油路，失修

倾颓的老墙被赏心悦目的壁画和

绿植所取代，一切都是那样优美而

祥和。集市照旧熙熙攘攘，花花绿

绿的摊位依然充满乡情，乡亲们欢

声笑语中透着生活的惬意。

我每次回到村里，都会不由自

主来到小学门前逗留——在这里，

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犹如羽翼渐

丰的雏鹰，由此起飞去追寻自己的

梦想。将来，他们也许会回到家

乡，成为新农村的建设者，也许会

远离故土，在不同领域为祖国发展

努力奋斗。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

不会忘记，知识和智慧的种子，是

在家乡的小学种下的……每当我

将目光投向学校宽敞的大门，投向

写着“北贾村小学”五个大字的牌

匾；每当我看着校园里一个个欢快

雀跃的身影，听着一阵阵嘹亮的读

书声时，都不禁感慨万千：孩子不

仅 是 家 庭 的 希 望 ，更 是 祖 国 的

希望！

当年那粒珍贵的种子，正在结

出更加甜蜜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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