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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鸟道，万鸟竞飞。

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南风面、齐

云山、八面山三座海拔超过 2000 米的高山之

间，有条不规则、宽约 30 公里、长约 40 公里的

隘口。每年迁徙季，上百万只候鸟飞过隘口，

继续南迁，形成重要候鸟迁徙通道之一，这里

被称为“千年鸟道”。

近年来，“千年鸟道”所在的江西省遂川县

和湖南省炎陵县、桂东县分别设立候鸟保护

站，两省三县相关部门、护鸟志愿者、当地群众

密切合作，开展护鸟组织联建、护鸟执法联管、

生态经济联谋，共护候鸟迁飞。

统一行动、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两省三县合力护鸟

初冬的傍晚，细雨过后，薄雾弥漫。

江西遂川县营盘圩乡桐古村护鸟员曾宪

财匆匆吃过晚饭，与从 4 公里外的湖南炎陵

县牛头坳候鸟保护站急忙赶来的炎陵公益志

愿者协会会长周新文会合。顾不上寒暄，两

人领着几名护鸟员迅速上山，开始夜间候鸟

巡护。

同一时间，在湖南省桂东县林业局南风坳

候鸟保护站，县森林公安局的警车闪着警灯，

执法人员、护鸟志愿者集结，遂川县营盘圩乡

小夏村党支部书记邱诗雄也准时赶到，一同参

与夜巡护飞执法行动。

一群群白鹭、池鹭、夜鹭等，趁着朦胧的月

色，飞过山岭。

“为了躲避天敌，候鸟喜欢在夜雾中飞行。

每逢阴雨天，我们都会加强夜巡，确保候鸟平

安迁徙过境。”曾宪财说，候鸟迁徙季，一下雨，

大伙儿就格外紧张，生怕过境候鸟有什么闪

失。不过，放一二十年前，碰上这天气，大伙儿

高兴还来不及。

此话怎讲？曾宪财尴尬地笑了笑：“那时

候哪知道护鸟，不少人都打鸟，还攀比谁打得

多，可不都盼着下雨。”

曾宪财回忆，那时候，一到候鸟迁徙季，

不少人家都要派个劳力，先上山挖洞，再在洞

里蹲守一两个月，专门打鸟，“山上到处都是

‘窝子’，一个好地段，价值能顶山下一个小

门面。”

过境候鸟种类和数量锐减、生态问题凸

显…… 痛定思痛，遂川县下定决心，决定采取

措施，保护生态环境，遂川县营盘圩乡等 4 个

候鸟迁徙重点乡镇分别成立由乡镇干部、村干

部和护林员组成的护鸟大队，同时，县森林公

安、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一场前所未有

的候鸟保护行动拉开序幕。

“不过，头几年，由于两省三县基本上各管

各的，村民跨省打鸟的行为时有发生，执法也

不一致。”江西南风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以下简称“南风面管理局”）副局长肖卫

前说。

2012 年，湘赣两省合力护鸟的契机到来

了。当年，媒体曝光湖南炎陵、桂东两地打鸟

乱象，引起强烈舆论反响，当地政府果断出手，

刹住了“打鸟风”。当年底，两省三县共同签署

候鸟保护联防联保公约，形成护鸟合力。

2020 年，遂川县营盘圩乡、桂东县沤江镇

和炎陵县下村乡共同发起成立“湘赣两省千年

鸟道护鸟红色联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作用，进一步开展宣教、巡护活动，努力把

爱鸟护鸟意识种在群众内心深处。

如今，每年候鸟迁徙季，两省三县候鸟保

护站、林业部门、公安部门、志愿者都会共商护

鸟大计、开展联合巡护，统一行动、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打鸟变护鸟，爱鸟意识融入
日常生活

2020 年 10 月 8 日晚，炎陵县下村乡鹫峰

村村民伍某在村里诱捕了 29 只候鸟，次日凌

晨就被夜巡的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抓获。

以案释法强震慑。当年 12 月，炎陵县人

民法院巡回法庭走进鹫峰村，现场审理伍某非

法狩猎案并当庭宣判：“判处伍某拘役 3 个月，

宣告缓刑 5 个月，并赔偿国家资源损失人民币

13800 元……”现场，伍某追悔莫及。借此机

会 ，两 省 三 县 法 院 在 重 点 乡 镇 、村 开 展 巡 回

宣讲。

近 10 年来，两省三县不断加强联合巡护、

执法，猎捕候鸟事件已经鲜有发生。

“和 10 年前对比，我们观测到的过境候鸟

数量、种类明显增多，每年都能发现新的候鸟

种类。”原来的打鸟岗，如今早已改名为万鸟

岭，并新建了候鸟保护站，细数变化，肖卫前感

慨万千。

“2021 年江西最美环保人”“江西生态文

明 建 设 先 进 个 人 ”…… 曾 宪 财 家 中 的 展 柜

里，他和父亲曾昭明获得的一排排荣誉证书

尤为显眼。“现在，村民们的意识发生了根本

性 转 变 ，可 以 说 ，人 人 都 是 护 鸟 员 。”曾 宪

财说。

不只是护鸟。如今，在两省三县，爱护候

鸟 、守 护 自 然 ，已 经 成 为 当 地 人 的 一 种 生 活

方式。

乡乡有候鸟文化广场，村村有候鸟文化

元素，家家有人鸟和谐墙画……遂川县把培

育候鸟文化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风尚，努

力把爱鸟意识种在村民心里、融入日常生活。

在桐古村，南风面管理局与营盘圩等乡镇联

手，挖掘鸟道文化，建成了以候鸟文化为主题

的候鸟广场、观景平台，成为村民休闲观鸟的

好去处。

爱鸟、护鸟，也管鸟、知鸟。

夜幕降临，万鸟岭凉风阵阵，雨雾蒙蒙。

曾宪财带着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躲在一张高高

扬起的捕鸟网后，静待候鸟“落网”……

怎么回事？第二天一早，曾宪财赶到南风

面管理局，和工作人员一起为前一天晚上捕到

的候鸟戴上金属脚环，随后放飞。“这叫候鸟环

志，金属脚环上刻有环号、环志中心联系信箱

等信息，我们能据此跟踪候鸟飞行轨迹，了解

鸟类迁徙规律以及种群变化趋势、栖息地等信

息。”他解释。

2002 年，中国林科院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在南风面设立候鸟环志站，每到候鸟迁徙季，

环志站会与炎陵保护站、桂东保护站合作，开

展候鸟环志工作。“多年来，我们累计环志 4 万

余只候鸟，环志候鸟种数连续 8 年实现增加，

相继发现了白尾蓝地鸲、黑伯劳等 4 种江西鸟

类分布新记录。”环志站负责人蔡传贤介绍，

“此外，环志站还与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合作，定期收集候鸟的肛试、咽试、羽毛等

样 本 ，为 科 学 防 范 禽 类 疫 源 疫 病 提 供 基 础

资料。”

如今，在两省三县，植被慢慢恢复，登高远

眺，远山如黛，近水含烟，不时有鸟儿啾鸣声

入耳。

两省三县共谋生态产业，
实现转型发展

过去，老百姓打鸟，说到底还是为了生计。

不让打鸟，新的出路在哪里？三县谋得深远

——密切合作，发展产业。

走进曾宪财家，刚落座，他就热情地端出

一盘黄桃果干，招呼大家品尝。“自产自制，口

感不比市面上卖的差！”曾宪财满脸骄傲。

从护鸟先进到种桃能手，曾宪财是怎么做

到的？

“剪掉树冠过密的大枝、每个主枝上保留

两三根副主枝……”在鹫峰村，村民朱圣哉正

领着几名新徒弟，在自家黄桃果园实操讲解

黄桃果树秋冬培管技术。“6 亩黄桃每年纯利

润 三 四 万 元 ，比 原 来 收 入 强 太 多 了 ！”朱 圣

哉说。

老友一步步转型成功，曾宪财登门求教。

“找朱圣哉学种植技术，从炎陵县买黄桃树苗，

开始那几年，就连卖黄桃的也搭了他们的顺风

车。”曾宪财脑瓜灵光，追起来也快，“走批发，

也自己做电商，效益好。”

曾经，朱圣哉也不知道干什么能致富，多

亏县里找对了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黄桃产

业。扩大种植规模，推广种植技术，拓展销售

市场，优质黄桃涨到 10 多元一斤，全县黄桃

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炎陵黄桃还获评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如今，村民们一门心思

种桃致富。

当年，遂川护鸟工作走在前面，带着炎陵、

桂东往前赶。后来，炎陵牛头坳的不少村民种

上 了“ 金 果 果 ”，也 不 吝 给 对 面 遂 川 传 授 致

富经。

同样的合作佳话，也流传在遂川和桂东。

桂东沤江镇青竹村青山环绕，平均海拔

1200 米。近年来，青竹村充分利用生态优势、

候鸟景观优势，发展避暑经济、观鸟经济，打造

自然科普、红色教育、农耕体验、星空露营等多

种业态，全村有民宿 130 多家。

一到候鸟迁徙季，每天都要往返于遂川、

桂东两地的邱诗雄看在眼里，想在心里：青竹

村发展得红火，我们村能不能搭个顺风车？

说干就干。邱诗雄向青竹村党支部书记

李辉勇一番讨教后，自己先做起了示范——

2023 年，邱诗雄决定新建两层小楼，设 8 间客

房，开农家乐，“有从青竹村分流过来的游客，

也有冲着我们村来的游客，年接待量稳定在

300 余人次，年增收 4 万多元。”

两地的生态旅游发展态势，吸引了文旅部

门的关注，两地计划连片打造、共谋发展。

营盘圩乡党委书记罗茂生说，两省三县马

上要成立绿色产业发展联盟，联合打造黄桃、

竹荪、甜玉米、高山蔬菜、生态稻米、民宿等产

业，擦亮“千年鸟道”品牌，把三地合作推向更

高水平。

巍巍罗霄，候鸟翩跹。千年鸟道上，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上图：候鸟翱翔在罗霄山脉上空。

周建强摄（人民视觉）  
下图：黑翅长脚鹬在湖南炎陵县鹿原镇塘

旺村的水塘觅食栖息。

刘伟文摄（人民视觉）  

江西湖南两省强化跨区域候鸟保护

共护候鸟迁飞路
本报记者   吴齐强   朱   磊   周   欢   杨   迅

本报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黑河干流

2023 至 2024 年度水量调度工作结束。本年度莺落峡断

面（上中游分界点）实测来水 17.16 亿立方米，正义峡断面

（中下游分界点）实测下泄水量 10.58 亿立方米，累计向尾

闾东居延海输水 0.7 亿立方米，东居延海实现连续 20 年

不干涸。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指导下，黑河流域

管理局同流域各方严格执行黑河干流水量调度方案，

加 强 协 商 协 调 ，科 学 编 制 各 阶 段 水 量 调 度 方 案 ，加 强

监督检查。全年组织实施“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措施

4 次 115 天，限制引水措施 1 次 4 天；首次创新实施“冬

春 接 续 调 水 ”，首 次 运 用 黄 藏 寺 水 利 枢 纽 发 挥 生 态 调

度 作 用 ，4 次 输 水 至 东 居 延 海 ，扭 转 了 东 居 延 海 萎 缩

态势。

黑河实施水量统一调度 25 年来，取得了显著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黑河干流 2023至 2024年度水量调度任务完成
累计向东居延海输水 0.7 亿立方米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江   萌

初冬时节，片片落叶为大地铺

上地毯。欣赏落叶美景时，有心人

会发现：一些落叶正面向上，一些落

叶却背面朝天，其中蕴藏着植物生

理与空气动力学的秘密。

落叶是植物为了适应环境变化

而主动选择的一种生存策略。入秋

后，随着日照时间的减少和气温的

降低，许多植物通过精确调节其内

部激素的水平和分布，来实现叶片

与树木的分离。

叶片的生理特性是影响落叶朝

向的因素之一。植物叶片的两面构

造不同：叶片的正面，紧贴上表皮的

一至数层圆柱状薄壁细胞排列紧密，被称为栅栏组织，紧

实度高，其中含有较多的叶绿体，能够高效地进行光合作

用。当失去水分时，栅栏组织细胞变得更加紧密，难以伸

展，叶面卷曲成凹形；叶片背面，细胞形状不规则，含叶绿

体较少，排列疏松，被称为海绵组织，主要提供水分和营

养，保障光合作用顺利进行。失水时，海绵组织易拉伸，

叶背会保持微凸的状态。所以，许多落叶会呈现出向内

卷曲的特点。

当叶片飘离枝头，在重力作用下坠落地面。有观点

认为，叶片的正面因密度大而更容易朝下着地，但事实真

的如此吗？研究表明，叶片的下落过程并非简单的直线

下落。因为叶片形状并非完全对称，加之空气阻力差异、

涡流和风等因素影响，叶片以翻滚和旋转的复杂运动形

态下落。虽然叶片存在内部结构差异与外在形态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叶片的飘落状态，但旋转动能和空

气阻力才是决定叶片在下降过程中朝向的主要因素。因

此，在静态条件下（如无风环境），叶片也会不停旋转，落

地时哪面朝上通常呈随机分布状态。

在特定环境中，落叶朝向会出现偏向性。风速较高

时，例如公路上有车辆行驶或林间小路上有人活动时，会

产生气流，让落地的叶片继续移动甚至翻转。相比而言，

凹面朝下的叶片更稳定，因为它消减了更多的空气阻力，

并且其形态使受力分布更均匀，不易被再次吹动或翻

滚。最终，凹面朝下的状态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无风的

森林深处或静止的水面上，叶片的朝向更多是空中随机

翻滚的结果，正面和背面朝上的比例接近相等。

由此可见，落叶朝向是植物生理与物理规律共同作

用的结果。植物的落叶机制赋予叶片初始状态，而空气

动力学决定了叶片在空中的运动轨迹，环境条件则进一

步决定了地面落叶的最终状态。

当你在林间漫步，不妨驻足观察地上的落叶，它们无

声地讲述着植物的生存智慧与空气动力学的奥秘，也提

醒我们，每一片落叶都有值得探究的科学问题。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本报记

者施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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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叶 机 制 赋 予
叶 片 初 始 状 态 ，而
空气动力学决定了
叶片在空中的运动
轨 迹 ，环 境 条 件 则
进一步决定了地面
落叶的最终状态

本报重庆 11月 18日电   （记者刘新吾）近日，重庆万

州区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在中国水权交易所完成一笔水

权交易，交易水量 7422 万立方米，这是南方地区最大的

单笔区域水权交易。

重庆石柱县七曜湖水库工程总库容 1070.9 万立方

米，建成后具有场镇供水、农业灌溉、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等功能。2024 年石柱县的实际用水指标已处于“超

载”状态，导致七曜湖水库工程缺用水指标。经石柱县和

万州区协商，万州区每年将 1237 万立方米区域水权控制

指标转让给石柱县用于七曜湖水库建设，交易总水量

7422 万立方米，期限为 2025 年—2030 年。据介绍，本次

交易破解了由于用水指标不足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困

局，实现用水效率和经济效益双赢。

重庆完成南方地区最大单笔区域水权交易
实现用水效率和经济效益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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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正 值 候 鸟 迁 徙 季 。 江
西 湖 南 两 省 三 县 分 别 设 立
候 鸟 保 护 站 ，相 关 部 门 、护
鸟志愿者、当地群众密切合
作，统一行动、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共护候鸟迁飞。从

“湘赣两省千年鸟道护鸟红
色 联 盟 ”，到 即 将 成 立 的 绿
色产业发展联盟，三地擦亮

“千年鸟道”品牌，把合作推
向更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