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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

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
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
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
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

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
展现在世人面前。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

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
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
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
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

昭示着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地球是全

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

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
态文明之基，同走
绿色发展之路！

——2019 年 4 月
28日，习近平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转引自《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

“寻找一种罕见鸟类，犹如
大海捞针”

3 月，又到了朱鹮筑巢的时节。在洋县
的树林间、田埂边，时常有一位白发老人缓
缓踱步。在他不远处，朱鹮低空翻飞，紧紧
跟随，就像在陪他散步。

这位老人是刘荫增，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鸟类专家。3 年前，刘荫增在洋县安
了家。洋县北依秦岭，南屏巴山，被称为

“朱鹮之乡”。接受记者采访时，84 岁的刘
荫增正在自家小院里喂鸟。他撒下粮食，
不时有鸟儿飞来吃食、玩耍，叽叽喳喳好
不热闹。

不过，让刘荫增感到最亲切的鸟儿还是
朱鹮。“我和朱鹮有特殊缘分，就像命中注
定。”他说。

1981年，正是在洋县，刘荫增发现了世
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

刘荫增的讲述仿佛将记者带回到40多年
前。那是1978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受
国务院委托组成专家考察组，在中国境内寻
觅野生朱鹮。接到任务，刘荫增的第一感受
是：“这个课题挺难的。”

难在哪儿呢？问同行，没人见过朱鹮；
找标本，都是 20 多年前的了。刘荫增感慨
说：“要在偌大的中国寻找一种已经失踪了
20多年的罕见鸟类，犹如大海捞针！”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环境破坏，加
之食物匮乏、缺乏筑巢树木等原因，朱鹮的
数量急剧下降。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
岛，朱鹮相继绝迹。中国自1964年在甘肃省
捕获一只朱鹮后，再无朱鹮的消息。中国境
内还有朱鹮吗？考察组必须给国际鸟类学界
一个明确的答复。

寻遍曾有朱鹮分布的燕山、中条山、吕
梁山、大别山，刘荫增团队始终未发现朱鹮
踪迹。后来，考察组扩大了范围，在历史上
曾出现过朱鹮的12个省份，实施“拉网式过
滤”。北起黑龙江省、南至海南岛、西到甘肃
东部、东临海岸线，考察组到处给群众展示
朱鹮的照片，趁放电影时插播朱鹮的幻灯
片，发动群众协助寻找，依然没得到有价值
的信息。

在几乎认定朱鹮已经绝迹的情况下，刘
荫增决定再次前往汉中市等曾采集到朱鹮标
本的地区复查，这是最后的希望。

1981 年 5 月，刘荫增第三次来到洋县。
有一次，在县电影院放完片子后，有人说
见过这种鸟，这让刘荫增喜出望外。他一
路追寻，果然，在海拔上千米的姚家沟，
刘荫增见到，几只鸟在高大郁葱的青冈树上
扑打翅膀。

他立即拿起望远镜，只见一对成鸟栖于
树上，长喙、红首，羽毛上一抹淡红。巢里
3 只幼雏嗷嗷待哺，附近还有一对成鸟在游
荡，一共 7 只。“就是它！是朱鹮！”刘荫增
高兴地喊起来，“3年的心血没白费，可把你
们找到啦！”

找到朱鹮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刘荫
增要回答两个问题：全球只剩这 7 只了吗？
如何保护朱鹮？

一方面，刘荫增继续在全国各地搜寻朱
鹮的消息，另一方面，他带领洋县林业局 4
名年轻人，利用一间村民废弃的房间，建起
了“秦岭 1 号”朱鹮保护站。他们守候观
察，投食喂养，应急救护，逐步积累起保护
朱鹮的经验。

1981年至1990年，朱鹮在姚家沟成功繁
育 10 窝，产卵 30 枚，出壳 20 只，出飞幼鸟
19只。如今，朱鹮已繁衍至5000余只，不仅
飞出洋县，飞越秦岭，还飞向全国，飞到海
外。秦岭北坡的陕西省宁陕县、铜川市、宝
鸡市，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
省德清县等地也都迎来了朱鹮回归。1985
年，朱鹮“华华”出借日本，此后，中国向
外输出朱鹮种源14只，如今日本、韩国朱鹮
种群已近千只。

40 年过去了，刘荫增始终没有离开朱
鹮。他告诉记者：“从我家出发，走 20 分钟
就有水田。如果想朱鹮了，我出门转一圈就
能看见它们嘿！”

最近几年，刘荫增参加了许多国际论
坛、公益活动，号召更多人参与到朱鹮保护

中。他认为，朱鹮美丽又有灵性，是一种需
要和人接触的特殊鸟类，对朱鹮的保护应提
升到文化、历史的认知上来，让公众能主动
地做朱鹮守护者。

“像是在为儿女做事，我感
觉很幸福”

在朱鹮栖身之处，总能见到一个女人的
身影，人们称她“朱鹮妈妈”。

“朱鹮妈妈”名叫常秀云，是陕西省林业
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个“妈妈”，一当就
是38年。

1983年，常秀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
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工作。工作
的第二个月，她接到一项任务：抢救一只生
病的朱鹮。

常秀云火速赶往洋县，在那里，她平生
第一次见到了朱鹮。“朱鹮优雅和友爱的气
质，深深地吸引了我。”常秀云说。

作家陈忠实曾这样描写朱鹮：“一袭嫩
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踯躅是优雅的，起
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畦畦稻田和一座
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
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

为了守护这份诗情画意，常秀云和同事
开始了艰苦的工作。洋县发现朱鹮后，动物
保护专家提出，邻近的县市会不会也存在朱
鹮。常秀云决定到佛坪县调查一番。

留着一头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常秀云
形容自己“泼辣”。但深入荒野大山，这个

“泼辣”的女人，还是有些吃不消。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里交通不便，一次

进山，常秀云就要待上好几天。晚上，她借
宿当地农民家中。常秀云从小在城里长大，
在山里住宿，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山里人睡的床很简陋，只在一层稻草上
铺一张床单。夜里，常秀云觉得浑身火烧火
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熬到天亮，她这
才发现，背上布满了红疙瘩，原来是被臭虫
咬了整整一夜。之后几天，常秀云不得不蹲
着睡觉，身子靠着墙，只用脚踩在床单上，

减少与臭虫的接触。
艰苦的条件没有让常秀云退缩。在佛坪

县、洋县、宁陕县，在陕西省的很多地方，
山里的农民都能见到一个单薄的身影：她脚
穿黄胶鞋，身背照相机，在石头缝里穿梭，
攀着树木爬上爬下……她会因为发现一只朱
鹮幼鸟而兴奋不已，也会因为胶卷意外曝光
而大哭不止。

常秀云被国外媒体称为“朱鹮公主”。38
年时间里，她一直观察、研究、保护着朱
鹮，与朱鹮同悲共喜。

14年前，那声凄厉的鸣叫，常秀云至今
难忘。

那时，常秀云带领着一个研究小组，连
日在宁陕县看护处于繁殖期的朱鹮。中午时
分，研究小组停下手头工作，到农户家里吃
口饭。刚端起碗，常秀云就听到了朱鹮亲鸟
的哀鸣。

“不好，出事了！”她立马朝朱鹮巢穴
飞奔。抬头望去，一只朱鹮在鸟巢旁盘旋
鸣叫。常秀云定睛一看，鸟巢里盘踞着一
条大蛇。

研究小组赶紧行动起来，他们把竹竿连
在一起，绑成一条长长的杆子。但长度不
够，还是碰不到鸟巢。有人开始爬树，爬一
截树，用杆子戳一下鸟巢。终于，蛇被戳中
了，半条身子甩出了鸟巢，口里还叼着一只
幼鸟，此时幼鸟已不动弹了。突然，蛇一松
口，溜走了，幼鸟坠落了下来。

常秀云跑上前，盯着断了气的幼鸟，失
声痛哭。忽然，她又想到了什么，赶忙端起
望远镜，朝鸟巢探望。只见一颗小脑袋抖动
了一下，常秀云瞬间破涕为笑：“还有活的！
还有活的！”

“为了保护朱鹮，38 年跋涉奔波，不累
吗？”记者问。

“像是在为儿女做事，我感觉很幸福。”
常秀云这样回答。

真心的付出也为常秀云赢得了很多荣
誉。2009年，她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
号；2014 年，她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称号；2016年，她被评为“最美生态公
益人物”……

2021年，常秀云退休了，但她时刻关心
着朱鹮。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刚带队拍摄完
朱鹮。如今，她有更多的时间给游客讲朱鹮
的故事，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朱鹮很有灵性，知道我们
在保护它”

每当风雨大作，他不是进屋避雨，而是
急匆匆冲出门。

每年最炎热之时，他不是待在家里，而
是头顶烈日往户外跑。

只因为，他不放心朱鹮。
他是一位普通农民，名叫华英，家住洋

县纸坊街道草坝村。草坝村是朱鹮的重要繁
殖地和觅食地。华英与朱鹮结缘于 20 年前。
那一年，在离他家不到10米远的地方，两只
朱鹮筑了巢。

“每天早上，朱鹮一叫，我们就知道，该
让孩子上学了。我在地里干农活，朱鹮经常
出现在我身旁。渐渐地，我对朱鹮的感情就
深了。”向记者回忆这些往事时，华英语调中
透露出幸福。

华英发现，朱鹮幼鸟经常受到蛇的威
胁。于是，他和村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
朱鹮筑巢的大树的树干上，插入刮胡刀的
刀片，围成一个圈，这样，蛇就没法往上
爬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有村民提出了
担忧：会不会伤到村里的小孩。后来，有老
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用塑料膜包住树
干，塑料膜光滑，蛇爬不上去。“总之，保护
朱 鹮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想 出 了 各 种 ‘ 土 法
子’。”华英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朱鹮，2006年，华英向
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申请，成
立洋县朱鹮爱鸟协会。从那时起，他又多了
一个身份——朱鹮爱鸟协会的会长。

协会成立后，华英就不只在草坝村活动
了，他还经常去别的乡镇，观察和保护朱
鹮。2010年的一天，华英到洋县槐树关镇做
调查，发现一只朱鹮正在筑巢。猛然间，一

只凤头鹰扑向朱鹮的巢。朱鹮仓惶飞起躲
闪，巢穴却被凤头鹰霸占了。

看到这里，华英向高坡上跑去，一边
跑，一边使劲击掌。凤头鹰听到击掌声后，
受惊飞走了。不一会儿，朱鹮回来了，它飞
到华英身旁的树上，轻柔地鸣叫。“朱鹮很有
灵性，知道我们在保护它。”华英说。

华英坦言，人与鸟之间并非一直都是和
谐的，也曾有过矛盾。上世纪80年代，朱鹮
被发现后，为保护朱鹮，洋县限制农民使用
农药。不少农民有抵触情绪：“不打农药，怎
么杀虫？”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机遇。不用
农药后，农民改用诱虫灯灭虫。就这样，洋
县农民率先走上了生产有机农产品的道路。
如今，洋县打造出了“朱鹮有机产品”品
牌，品牌潜在估价超过93亿元。

“融入主角的生活，跟它们
一起喜怒哀乐”

翩翩起舞的朱鹮，吸引了很多人来到洋
县，孙宁就是其中一位。

河南籍导演孙宁主要从事自然类纪录片
创作，代表作有 《鹭世界》《大天鹅》《董寨
故事》 等。鸟一直是他镜头里的主角，而这
次的新作品中，主角是更为珍稀的鸟种——
朱鹮。

回忆起与朱鹮的第一次接触，孙宁至今
兴奋不已。那是2016年的春天，在河南省信
阳市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孙宁第一次
见到朱鹮。

“春天是求偶的季节，其他鸟求偶、示爱
都是跳舞或送食物之类的，而我看到朱鹮雄
鸟是递树枝，像人类的订婚戒指一样。当时
我就觉得：朱鹮与众不同！”后来，孙宁查阅
资料得知，朱鹮被人们视作爱情鸟、吉祥
鸟，还有过濒临灭绝的过往，他被这个种群
曲折的生存之路深深打动。

孙宁认定，朱鹮是个有故事的鸟种，
决心为它专门创作一部影片，就叫 《朱鹮
的传说》。

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摄制组在洋县一
待就是 3 年多。孙宁说，最大的困难是发现
故事、发现主角，连续几周的蹲守拍摄只是
体力的煎熬，而等待完美的故事需要更大的
耐心，有时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久。他向
记者表示：“拍摄朱鹮，就是融入主角的生
活，跟它们一起喜怒哀乐。”

有一次，影片中“主角夫妇”的幼鸟长
大了，摄制组预估它一周内将离巢，但是之
后会飞到哪、飞多远，能不能独立生存，会
不会自己捕食，全是未知。更关键的是，幼
鸟飞走后，如果摄制组没有追踪到它，那影
片的故事线就断了。

“幼鸟飞走那天，秦岭南麓下着大雨，全
是泥泞路。我们顾不得脚上、腿上的泥，到
处找它。”孙宁说，后来有同事提出，孩子飞
走了，朱鹮亲鸟肯定也挂念。最后，摄制组
果然跟着亲鸟找到了幼鸟的第一落脚点。“那
天，我特别紧张，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第一
次离开了家。直到晚上，确定幼鸟安全后，
我们才离开。”

在洋县驻扎久了，孙宁与当地村民也熟
悉了。他发现，对朱鹮，村民们格外关爱。
遇到摄制组，有的人会前来聊天：“朱鹮有
时会飞到我们家里，用手机都能拍到哩！”
有的人会主动提供信息：“昨儿夜里听见朱
鹮叫唤呢，你们快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
事了？”

人们都说，朱鹮姿态优雅，3 年多的拍
摄时间，让孙宁深有体会。孙宁向记者展示
了镜头里朱鹮优雅的一幕：

“女主角”为孵化幼鸟辛苦了四五个小
时，这时，“男主角”捕食回巢，非常温柔地
替雌鸟梳一梳毛，还微微碰一下雌鸟的嘴。

“两只亲鸟共同孵化生命，陪伴幼鸟慢慢
长大，它们就像人类夫妇一样互相支持、互
相安慰。有家有爱，真好！”孙宁说。

从 7 只到 5000 只，从濒临灭绝到振翅高
飞，中国的朱鹮保护被国际公认为濒危动物
保护的典范。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氛围将越来越浓厚，中国的朱鹮保护将
让世界见证更大奇迹。

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又见朱鹮飞舞，40年间，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

朱鹮保护，让世界见证中国奇迹
本报记者 严 冰 潘旭涛 叶 子

一群白衣红裙的舞者，轻盈旋转跳
跃，犹如朱鹮在山水间翩翩起舞……今
年央视春晚，舞蹈《朱鹮》惊艳了观众。

很多人不知道，美丽优雅的朱鹮，
曾濒临灭绝。1981年5月，在陕西省汉
中市洋县，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被

重新发现。
今年是朱鹮重新发现40周年。40年

间，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它们
飞出洋县，飞越秦岭，飞向全国，飞到
海外。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郭

立新向记者表示：“保护朱鹮是中国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成功案例，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个缩影。”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发现、保护
朱鹮的科学家、志愿者，听他们讲述与
朱鹮之间的故事。

▶▶20202020年年 55月月 11日日，，陕陕
西省铜川市沮河流域西省铜川市沮河流域，，朱朱
鹮在哺育幼鸟鹮在哺育幼鸟。。

石铜钢石铜钢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20202020年年 88月月 22日日，，在在
陕西省洋县拍摄到的朱鹮陕西省洋县拍摄到的朱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兰红光摄摄

▼2020年 4月 28日，在浙江省德清县拍摄到
的朱鹮。 施广德摄 （人民视觉）

▼▼20202020年年 44月月 2828日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在浙江省德清县拍摄到拍摄到
的的朱鹮朱鹮。。 施广德施广德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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