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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肾，滩涂湿地，绵长平缓的海岸

线，一马平川的肥沃平原……一条全球瞩目

的候鸟迁徙路线从黄海之畔这块神奇的土地

上经过。

全球数百亿只候鸟，探索出九大国际迁

徙路线，其中“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经

过我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盐城。这里地势平

缓，气候舒适，河网密织，鱼虾肥美。这条拥

挤的迁徙路线，飞翔着丹顶鹤、勺嘴鹬等几十

种世界性珍稀鸟类。

秋来春去的候鸟，生生不息的留鸟，在此

汇聚，繁衍生息。

鸟窝的心结

天空之镜映照生态之美。

在太平洋西海岸这片美丽神奇的湿地

上，勺嘴鹬的乐园——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

保护区，正打造候鸟迁飞“中转站”，建设 720
高地。修复生态、回归自然的每一步，背后都

有人们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

生态保护需要供电设施的支持，后者的

安全运行则要预防鸟害，实际工作中，爱鸟与

护线常常是一对矛盾。如何克服困难、化解

矛盾，做到保护生态与安全运行两不误，并非

易事。

李春岳，今年 27 岁，敦厚朴实，看上去比

同龄人更成熟稳重一些。他是江苏东台弶港

本地人，2019 年到弶港供电所上班。用他自

己的话说，三年多来，每天都在与鸟儿们“斗

智斗勇”。

李春岳小时候吃过鸟的亏。那时家里搞

大棚种植西瓜，有几只喜鹊在大棚旁的树上

筑窝，经常将鸟粪拉在大棚上，他就用竹竿把

喜鹊窝给捣毁了。没想到，隔天大棚塑料薄

膜就被喜鹊啄破，刚修补好，没过几天，喜鹊

又来啄大棚里成熟的西瓜。妈妈告诫春岳，

以后千万不要惹这些鸟，它们不但“记仇”，还

会成群结队来“报仇”呢。

妈妈的告诫犹在耳边回响，上班第一天，

李春岳就与喜鹊较上了劲。师傅告诉他，超

过 80%的跳闸断电，与喜鹊筑巢安家有关。

有一次，东沙线某区域突然跳闸停电，练智阳

副所长带领李春岳等人迅速赶到现场。原来

是当天有雾，喜鹊衔了潮湿树枝飞上电线杆，

触电着火引起跳闸，瞬间烧焦的喜鹊从空中

掉下来，引燃地面杂草，附近单位正组织人员

灭火。

从地面朝电线杆顶端望去，还有一只遭

电击而面目全非的喜鹊孤零零立在那里，十

分可怜。技术员曹威穿戴好绝缘防护装备迅

速登杆作业，细致检查，不到半小时就清除故

障恢复供电，把停电给沿线用户造成的影响

降到最小。

故障很快排除了，但两只“肇事”喜鹊遭

电击的惨状，深深印刻在李春岳的脑海，挥之

不去。从那天起，李春岳内心不再纠结，他彻

底想明白了，不让鸟儿在电线杆上筑巢，把鸟

儿驱离高压线，既是保障输电线路正常运行

的安全要求，更是帮助这些鸟儿规避灭顶之

灾的最好办法。

良禽择木而栖——此言不虚。李春岳发

现，喜鹊筑巢安家也要挑地方，茂密树林的边

缘，大路边、大河边的树木，空气流通好，是喜

鹊心目中的理想栖息地。喜鹊喜欢选择电线

杆，是因为它更高、更稳固、更安全。曾有高

压线经过一片垃圾场，那里经常散发异味，就

看不到一只喜鹊筑窝。后来垃圾清理了，种

植成片树林，喜鹊们纷纷往这里的电线杆上

衔树枝。李春岳就把这一段列为重点巡查

区域。

在李春岳眼中，喜鹊是一种充满智慧又

特别能干的鸟儿，它们筑就的鸟窝，看上去像

是一团杂乱无章的枯枝，其实每一根都相互

交织，井然有序，坚固耐用，一般的大风吹不

掉。他和同事曾经遇到过一个直径六七十厘

米的大鸟窝，上下三层，背风的侧面有洞口，

顶端有盖，像一件做工精细的工艺品。

如果电线杆上出现鸟窝，必须第一时间

清理干净。但清理鸟窝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情，喜鹊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选中的地盘，它们

不厌其烦地往电线杆上衔树枝。李春岳和同

事们想了各种办法驱鸟，在电线杆上放置特

制驱鸟药物，过了几天，药物气味淡了，喜鹊

又来筑窝；安装那种一有风就转动的驱鸟器，

聪明的喜鹊观察几天，能衔来树枝别住转动

的风叶，继续筑窝。更有意思的是，有几只喜

鹊，见自己衔来的树枝都被人清理了，它们本

已在别的地方搭建窝巢，但每天还会衔几根

树枝放在电线杆上，故意让人去清理，就像小

孩子的恶作剧。

每天与这些鸟儿打交道，李春岳形成了

自己的工作规律：在鸟儿筑窝的春季，他正常

上午巡查线路，下午四五点后开始沿线清理

鸟窝，遇到阴雨天就增加巡查清理频次，保障

线路运行安全。

技术员曹威，管理辖区内 23 条线，其中

有 13 条 20 千伏线路。他每天要驾车 400 多

公里，重点巡查裸导线、借用杆线、水平排列

的线路，他将风险系数比较高的 45 处点位熟

记于心，每天必查。这些点位的开关、避雷

器、熔断器、连接点等裸露部分都要查看清

楚，不能有鸟或树枝等异物触碰。为了确保

安全，曹威曾经安装过三个超声波驱鸟器，开

始几天有效果，后来发现作用不大。他也曾

试着自己动手给喜鹊搭窝，可喜鹊并不领情，

看不上。

同事程磊开始转变思路，在坚持不懈清

理鸟窝的同时，疏堵结合，主动示好。 2022
年 3 月，他们研究东方白鹳、鸮、隼等国家级

保护珍禽的生活习惯、鸟窝形态特征，设计制

作了 200 多个人工鸟窝——外层是坚固的金

属件，里面第一层是树枝，中间层铺上柔软干

爽的茅草，里层是细碎软绒布。他们将这样

的“标准间”与“样板房”，安装在喜鹊特别喜

欢筑窝的杆塔上。鸟儿们似乎感受到了人类

的友好与用心，渐渐地来这里安了家。

护鸟热线

鸟语花香，和谐家园。

这是一片美丽的世外桃源，9 条河流从

四面八方蜿蜒汇集而来，万顷苇滩，满目青

绿，飞禽嬉戏，鱼虾遨游，令人心旷神怡。这

是盐城市建湖县九龙口的夏天。

午后，九龙口镇梅苏村三组的滕秀英正

坐在屋前与邻居聊天。79 岁的滕奶奶指着

门口路对面的铁塔说，自从住在这里就看见

上面的鸟窝了，十几年都没有动过。滕奶奶

视力不错，远远地望着窝边两只鸟出神。

早在 2015 年巡线时，技术员徐长勇就注

意到了滕奶奶家附近杆塔上的鸟窝，他站在

塔下观察，体型如此庞大的鸟，平时很少见

到，像白鹭但比白鹭大，像丹顶鹤但看不到头

顶的红色，于是掏出手机拍照片，回家给儿子

徐晨看。徐晨在网上搜索，惊喜地告诉爸爸，

这 是 国 家 一 级 野 生 保 护 动 物 ，学 名 叫 东 方

白鹳。

从此，徐长勇每次巡线，都会对遇到的人

讲，这是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国宝”，是受

法律保护的珍禽，我们要共同爱护它。

有一次，在附近小河边，徐长勇发现一只

腿部受伤的东方白鹳在拍打着翅膀，他和正

好路过的村妇联主任季正昌一起，把它抱到

季家包扎伤口，精心呵护。徐长勇每天都跑

去探视，给它喂玉米粒，它扭过头去，不吃；捕

来鲜活的小鱼小虾，放到它面前，它吃得津津

有味。一个星期后，腿伤痊愈，白鹳归巢。

此后一连数日，这只白鹳每天上午都会

飞到季家门前逗留，仿佛是向救命恩人表达

感激之情。

1998 年出生的荀顺，工作才 4 年，却是徐

长勇最得力的工作伙伴。这个帅气而质朴的

小伙子，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分享东方白鹳的

照片，茶余饭后，亲戚朋友也经常听他讲解东

方白鹳的故事。他还将东方白鹳的形体特

征、生活习性和保护知识以及“护鸟热线”制

成微信二维码，印在“候鸟生命线”标牌上，同

时，标注电力设施名称、编号、电压等级等信

息，向沿线居民宣传爱鸟护鸟、保护电力设施

的相关法规。他们还多次进学校开展科普教

育，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一条护鸟热线，传递着温暖与爱心，承载

着担当与责任。

“有一只鸟被困在铁塔上，塔很高，请你

们尽快派人来处理。”2023 年 2 月 17 日 11 时，

国网盐城供电公司技术员陈业接到 110 打来

的电话，立即驾车赶往现场。

陈业和同事现场勘查后判断，停电施救

是最快的办法，但 220 千伏都映线涉及用户

多、负荷大，一旦停电将影响很多用户，于是

他们决定采取带电作业施救。陈业立即联系

正在 100 公里外施工的带电作业班，该班安

排经验丰富的刘成军前来救援。一到现场，

刘成军就向野生鸟类救助站的张梦了解救助

东方白鹳的注意事项。

刘成军携带救助包，开始攀登 53 米高的

铁塔，向被困的东方白鹳靠近。他小心翼翼，

确保自身及携带工具与带电导线之间保持 3
米以上安全距离。解救过程十分惊险，“我靠

近东方白鹳时，它倒挂在避雷线上，不停地用

喙叩击铁塔，想自救。为了不让它再次受伤，

我登上了塔顶鸟巢处。”刘成军说，东方白鹳

体型较大，具有攻击性，看到有人靠近，使劲

儿扇动翅膀挣扎，加上高空风大，给救援增加

了难度。刘成军将受伤的东方白鹳稳固在鸟

巢中，赶紧帮它解开缠绕在避雷线上的鱼线，

把它装进袋子里，安全下塔。

9 分钟后，刘成军成功将东方白鹳带到

地面。紧接着，在张梦的协助下，他将鼠夹及

鱼线从东方白鹳的脚上安全取下。张梦分

析，这只东方白鹳在落地时不慎被带着鱼线

的鼠夹夹住了，带着鼠夹回巢后，又将鱼线缠

绕上避雷线，不停挣扎，导致腿部流血过多，

伤势严重。

随后，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被送到野生

鸟类救助站，由工作人员对它的伤口进行消

毒、包扎和观察、救治，伤愈后放归大自然。

自 2017 年起，盐城市开始对珍禽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内的电力设施进行迁改、非供

电资产电力设施整改，加快推进缓冲区生态

修复。截至 2021 年 5 月底，供电设备已完全

退 出 盐 城 境 内 2 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区。

电力线路为鸟而来，又因鸟而去。把天

空还给翅膀，为候鸟保驾护航、清理通道，给

珍禽提供更为安全、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人

们一直在努力。

照片的故事

鹤 鸣 九 皋 ，声 闻 于 野 ，延 颈 而 鸣 ，舒 翼

而舞。

丹顶鹤，别名仙鹤，体羽洁白，头饰红冠，

体态俊健，舞姿曼妙，气度非凡。从古到今，

一直被视为吉祥如意、健康长寿的象征。

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

国最大的沿海滩涂湿地保护区之一，重点保

护以丹顶鹤为代表的湿地珍稀野生动物及其

赖以生存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说到丹顶

鹤，就不能不说这位“鹤痴”——吉洪俊。

吉 洪 俊 虽 已 73 岁 ，看 上 去 却 显 得 很 年

轻。1985 年，吉洪俊在部队服役 15 年后，转

业到地方工作。业余时间他喜欢摄影，他的

镜头总是瞄准一线职工，捕捉工作中的动人

场景。那时候，他节衣缩食，买了一台镜头有

点发霉的打折相机。为了节省资金，他在原

本狭小的家里腾出一角，做成简易暗房，借钱

购买设备，自学冲洗胶卷。寒来暑往，他在这

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上世纪 80 年代，吉洪俊在保护区采访时

了解到：从黑龙江来的徐秀娟为了保护珍稀

动物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些不法分子潜入保

护区，偷猎珍禽，牟取暴利；附近老百姓缺乏

保护意识，为了防止丹顶鹤啄食麦苗嫩芽，在

麦苗返青的田块喷洒农药……听到这些情

况，吉洪俊心情十分沉重，他意识到，作为一

名 摄 影 师 ，自 己 有 责 任 通 过 摄 影 作 品 做 点

什么。

于是，吉洪俊一头钻进暗房，望着自己拍

摄冲洗出来的第一张丹顶鹤照片——朝霞满

天，芦花浅水，鹤舞翩跹，生机盎然，他沉浸其

中，兴奋不已。

从此，人们发现吉洪俊变了，节假日总爱

一 个 人 往 离 家 40 公 里 外 的 丹 顶 鹤 保 护 区

跑。妻子说他连做梦都在念叨鹤。与丹顶鹤

打交道多了，吉洪俊摸索出了它们饮食起居

与活动的规律：丹顶鹤白天选择便于集群觅

食的地方，夜晚选择隐蔽栖息的环境；与人的

警戒距离一般保持在 500 米开外，你进它退，

你退它进，要想在 100 米左右靠近拍摄，就要

提前隐藏“埋伏”好，静静地等待守候……许

多人以为，拍摄丹顶鹤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其

实，拍摄的背后，摄影师经历的疲惫、孤独、艰

难、危险，常常不为人知。

回忆 30 多年拍摄丹顶鹤的历程，有一次

特别的经历让吉洪俊刻骨铭心。 1995 年冬

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那天，吉洪俊凌晨

4 点钟就起床，背上摄影包，带着丹顶鹤爱吃

的玉米粒，走向滩涂湿地。这时气温已降至

零下 7 摄氏度，伸手不见五指，天空飘着雪

花，虽然冻得牙齿打颤，但他心里想到阳光下

的白雪、白雪上的丹顶鹤，那该是多么美好的

画面！

摸索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没有找到前一

天搭好的草棚。这可是一望无际的滩涂沼

泽，周围长满了盐蒿草和芦苇。他意识到自

己迷路了！就在这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脚

下传来，雨靴被尖锐的芦苇根戳破，伤到左

脚，吉洪俊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一

下，忍痛站起来往前走，继续寻找草棚……

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精疲力竭的吉洪

俊终于找到了草棚。当他从洞口看到飞来觅

食的丹顶鹤，立即端起相机，按动快门……不

知 不 觉 一 个 多 小 时 过 去 了 ，他 拍 了 9 卷 胶

卷。离开草棚时，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一瘸

一拐，肚子饿得咕咕叫，但 300 多张照片在手

的吉洪俊，却像个凯旋的将军似的心满意足。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来，吉洪俊拍

摄的丹顶鹤题材照片超过 1.5 万张，先后在报

刊上发表 300 多幅；作品《金滩鹤语》还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作为官网定帧画

面展示。

近些年，吉洪俊满腔热忱地投入拍鹤护

鹤的公益活动中。他手机里建有好几个拍鹤

群，每年 10 月份开始，群里就热闹起来了，他

在群里发布拍鹤线路，还经常自己驾车去盐

城机场、火车站接送来自外地的影友。听说

保护区要筹建丹顶鹤博物馆，他无偿捐赠 80
多幅珍贵照片。

走进吉洪俊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张丹顶鹤集群欢舞的巨幅照片。每次步入家

门，他都会盯着它观看一会儿，这是他摄影生

涯的得意之作，也是记录他与丹顶鹤的情缘

之作。

“湿地之都”，鹤鸣鹿舞，飞禽走兽，各得

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目之所及，一片

祥和。

题图为丹顶鹤在滩涂湿地上空飞翔。

吉洪俊摄

图①为志愿者在杆塔上安装“候鸟生命

线”提示牌。 孙 晖摄

图②为丹顶鹤迎风鸣唱。 吉洪俊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天空，，飞翔的翅膀飞翔的翅膀
陆应铸陆应铸

我 对 赣 州 一 直 情 有

所钟。

那年暑假，我还在读小

学，跟着父亲坐上装满一车

厢西瓜的农用车，一路颠簸

来到 160 多公里外的赣州城

卖西瓜。我和父亲在贡江边

的涌金门过道露宿了一个晚

上。第二天，父亲在城墙下

守着瓜摊，顶着毒辣辣的太

阳 忙 活 着 。 到 正 午 行 人 稀

少、生意冷淡时，父亲给我讲

从前的故事。父亲是个“老

赣 州 ”，年 轻 时 在 赣 州 一 带

“走青山”，也就是伐木。我

没有见过，但常常在脑海中

想象父亲在赣江上撑船运输

木头的样子。

古人诗云：“八境台前春

水生，涌金门外万舟横。”八

境台是赣州古城墙上的“观

景台”之一，登临其上，城貌

尽收眼底，江河交汇，白帆点

点，美不胜收。涌金门则是

古赣州水路主码头，为宋代

重 要 城 门 。 过 去 ，章 江 、贡

江、赣江三条江河水运繁忙，

商贾云集，把这座城搅得热

闹红火。因那时年龄小，我

对父亲讲述的“赣州故事”没

当回事，但下意识记住了八境台和涌金门，记住了赣州。

后来，我参加工作，来赣州的次数就多了，开会，采访，走

亲访友……渐渐地，我对赣州愈发亲近。上世纪 90 年代初，

赣南日报社把我从宁都小城“借走”，我在赣州工作了一年，与

这座心心念念的城市朝夕相处，对它有了更多认识。

闲暇之余，我常走上熙攘的街头、幽深的古巷，感受赣州

的气韵。宋城墙、八境台、郁孤台、文清路、红旗大道、灶儿巷、

标准钟台是我常去常游之处，它们渐成赣州“地标”。城墙下

的“文清路”，一直是赣州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它是全国“百城

万店无假货”示范街之一。走进街边的店铺，商品琳琅满目，

挤挤挨挨。

这期间，正是我“男大当婚”的时候，我在电话亭与未婚妻

通话商量，结婚用的家电就到赣州来买。未婚妻一头雾水，问

为何舍近求远？我说，赣州商品好，货真价实，人家是全国“百

城万店无假货”的示范街哩！购物那天，服务员听说我特地从

老远的宁都来买家电，也很感动。我买好彩电后，她帮我叫来

三轮车，免费送我到车站，让我真切感受到示范街的实诚。

赣州是一片被山水环抱的沃土，处处氤氲着客家味，“听”

客家、“看”客家就要到赣州来。一次，我在报社编辑一篇稿

件，写的是赣州宋城的历史。编好稿件后，我立刻叫了一辆出

租车，细游赣州宋城。那是在唐末，有一个叫卢光稠的人担任

刺史，在赣州主政 26 年，将前人所建的土城，由一平方公里扩

建到三平方公里，奠定了赣州古城的框架。到宋代，古城六街

的空间布置基本完成。赣州城墙现存规模很大，是全国屈指

可数的北宋砖墙之一。城墙宛如游龙舞动，7 米多高的墙体，

从东门至西门依江蜿蜒了 3.6 公里，垛墙、炮城、马面、城门看

过去犹如长城般雄伟，折射出当地人的聪明智慧和高超的建

筑技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曾登上城墙，站在郁

孤台顶，眺望远方，感慨万千。一缕阳光穿越历史的尘土，细

水缱绻，城墙上的八境台、郁孤台美轮美奂，赣州生发出的故

事婉转不绝。

时光荏苒，新时代新征程，赣州的发展如火如荼，我有幸

在赣州定居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对这座城新添更多情感，

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它的呼吸、它的蝶变。赣州国际陆港获批

全国内陆第八个永久对外开放口岸，一批大企业纷纷落户这

座活力之城。赣州正加速成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

堡，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具生

态竞争力城市等一项项荣誉收入囊中，赣州城市影响力、美誉

度显著提升。

“五一”那天，我约了昔日在报社的老同事，叫了一辆出租

车，从宋城墙涌金门出发，沿着客家高架路，在整个中心城区

来了一个怀旧之旅。城中有水，水中有城。赣州新老城区互

联互通，快速路、跨江大桥、过江隧道彰显出这座城的匠心与

气魄。夜幕降临，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倒映在贡江、章

江汇合的滔滔赣水里，浩渺而壮观。我陶醉在夜色

里，细细品味着赣州之韵。

赣
州
之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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