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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
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共识和呼声。中华民族历来讲

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华文明积累

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新发展阶段

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

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

世界发展潮流。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增加
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美丽中国建设离不
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美丽中国就是要
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都健康。要深入开展好全民
义务植树，坚持全国动员、全民动
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强组织发

动，创新工作机制，强化宣传教育，
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义务植树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广大党员、干部要带
头履行植树义务，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
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让人民过上高品

质生活。
——摘自《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

活动时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
尚 共同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
园 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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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国“爱鸟周”40周年。护鸟志愿者们40年来真情投入——

“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鸟”
本报记者 严 冰 潘旭涛 叶 子

每年 4月底至 5月初，春暖花开之时，全国各地陆续迎来“爱
鸟周”。

今年是全国“爱鸟周”40周年。40年来，中国持续加大鸟类保
护力度，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到5000多只，白鹤由210只增
长到 4500余只，黑脸琵鹭由 1000只增长到 4000余只……截至 2020
年，中国环志 （佩戴鸟环） 鸟类总数达 845种 392万只，彩色标记
鸟类达278种12万只。

40年的成就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
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志愿者委员会主任张德志向记者介绍说：“从 2016 年开
始，每年春秋两季，护鸟志愿者都会开展保护候鸟‘护飞行动’。2020
年，全国132支志愿者团队开展‘护飞行动’，开展活动3300余次。”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护鸟志愿者，听他们讲述爱鸟护鸟
的故事。

▼4月1日，湖南省桂东县普乐镇堡下村，一群鹭
鸟正在湿地觅食、嬉戏。 邓仁湘摄 （人民视觉）

▲2 月 21 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在江西省
鄱阳湖越冬的候鸟开始集聚，等待时机向北迁徙。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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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晟昱在拍鸟。
资料图片

▼志愿者为黑颈鹤筑起
人工巢。 资料图片

用相机记录珍贵瞬间

清晨，护鸟志愿者潘晟昱又开始了日常的拍摄和巡护。
最近，位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境内的莫莫格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候鸟北归高峰。2000 余只白鹤、
灰鹤、白枕鹤和数万只大雁、野鸭等水鸟在此停歇休
养、进行补给。放眼望去，鹤舞莺飞，上下颉颃，一片
生机盎然。

“成群的鸟可壮观啦！”潘晟昱告诉记者，志愿者们
有专业的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可以看到鸟振翅时亮出丰
满羽翼等细节，捕捉到肉眼看不清的美丽画面。

潘晟昱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从 2003年开始拍鸟。渐
渐地，他知道了，家乡有一些珍贵鸟种。专家告诉他，
在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最珍惜、最重要的要属
白鹤。潘晟昱一听，来了兴趣。他和朋友一起，驱车前
往白鹤湖，据说那里有5000公顷的水面，白鹤聚集。

第一次见到白鹤，潘晟昱还闹了个小笑话。
“同影友进入莫莫格湿地，看到一群群‘大白鹅’，

我们以为是村民养的大鹅呢！等车离近，‘大白鹅’惊飞
起来，那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腿！我们才意识到这是
鹤，大鹅可飞不了这么高。”潘晟昱赶紧按下快门，虽说
用的是数码相机，不怕浪费胶卷，但匆忙之中还没设置
好快门速度，很多照片拍虚了。

这次接触后，潘晟昱又了解到，每年3月，白鹤从越
冬地江西省鄱阳湖北迁，来到镇赉停歇，5 月初启程到
北极圈里的雅库特地区繁殖，9 月再由雅库特飞还，全
程 1 万余公里。而处于嫩江和洮儿河交汇处、适宜水鸟
栖息繁殖的莫莫格湿地，正是白鹤漫长迁徙途中的重要

“驿站”。
“白鹤一生太不容易了，年年要经历万里跋涉的艰

苦。它们和人一样，也有手足之情，有群体生活规则，
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越了解，我越觉得这种鸟应该
保护。”潘晟昱说。

10 余年来，他用相机记录下白鹤在莫莫格湿地停歇
的珍贵瞬间，并在全国各大媒体发表了大量稿件和图
片，呼吁人们爱护生态、关注白鹤。现在，潘晟昱不仅
拍鸟，还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学考察委员会常
务委员、吉林省白城市护飞队队长。潘晟昱和他的护飞
队多次受到表彰。2010年 11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授予镇赉县“中国白鹤之乡”荣誉称号。

接受记者采访前，潘晟昱刚接到两通电话，都是向
他提供线索的。“哪哪看见有鸟受伤了，哪哪又发现新的
鸟群了，哪哪的鸟有什么不对劲了……大家都会主动告
诉我们，协助我们工作。”潘晟昱说。

刚开始宣传爱鸟护鸟时，还有农民不理解。他们
想：“鸟嘛，哪都有，这玩意儿管它干啥？”志愿者就给
村民解释，比如白鹤，全球只有几千只，有专属迁徙通
道，每年春秋在镇赉停留，是很珍贵的鸟种。这样一
来，村民的态度就转为支持了：“哎呀，这是咱家乡的宝
贵资源呀，这个东西不能祸害，应该保护！”村民们不仅
对宣传、巡查大力支持，很多人还加入护飞队成为了志
愿者。

提起外号“鸟叔”，潘晟昱很是激动，“我本来就是
一个爱鸟的中年大叔，大家叫我‘鸟叔’，我很开心！”
潘晟昱觉得，这个外号让更多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可以
带动更多人关注、关心、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不错的宣
传效果。“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了！我们像爱护家人一样爱护鸟。”潘晟昱说。

把捕鸟者变为护鸟者

徐立强一伸右手，总会有人问：“你手上的疤是怎么
回事？”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徐立
强手上有两处疤痕，第一处是刀伤。

2015 年，在青岛崂山，徐立强和野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们发现一张捕鸟网，网上挂着正在挣扎的苍鹰、红角
鸮等7只国家保护鸟类。徐立强和志愿者跑上前看到，网
线和鸟缠在了一起，为了不伤到鸟，他们掏出指甲刀，
一点一点地夹断网线。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冲了出来，手持镰刀，一边挥
舞一边喊道：“干嘛割我的网！”

“盗猎是犯法的。”徐立强向老人解释。
“靠山吃山，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老人听不进

去，大步朝徐立强奔去，拼命抢夺捕鸟网。
争夺中，老人手中的镰刀一下子划到了徐立强的右

手，血流了出来。看到伤了人，老人怔住了，没有再继
续抢夺捕鸟网。从此，徐立强的手上留下了疤痕，他与
老人之间的事也在当地流传开了。

几年后，徐立强到一所学校进行爱鸟护鸟宣传。有

人向他指了一下人群中的一名小朋友：“割伤你的人，就
是他爷爷。”徐立强顿时眼前一亮，有了一个主意：“我
很难改变那位老人，但可以改变他的下一代。”

徐立强时常通过在学校开展的活动向这位小朋友讲
爱鸟护鸟知识。渐渐地，这位小朋友的爱鸟护鸟意识越
来越强了，还成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老人再捕鸟，
他孙子都不答应。”徐立强向记者说，“我们就是要把捕
鸟者变为护鸟者。”

4月13日，由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主办的全国生态
教育座谈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徐立强应邀作了发
言。他把与爷孙二人的故事讲给与会嘉宾听，引发了不
小的反响。

在徐立强的手上，还有另一处伤疤。一次，徐立强
给受伤的苍鹰治疗，苍鹰锋利的爪子刺穿了他的防护手
套，生生地给徐立强右手抓下来一块肉。

徐立强是不会责怪苍鹰的，相反，他深爱着这些大
自然的精灵。徐立强从小在山里长大，对身边的动植物
情有独钟。2001 年，他参加了青岛市挽留海鸥行动，从
此与野生动物保护结缘。之后，他发起成立了城阳区野
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自己担任会长。山上，河里，经常
有徐立强的身影，他割除捕鸟网，救护受伤的鸟类，保
护候鸟迁徙……20 年间，徐立强救护受伤的国家保护鸟
类1500多只。

这些年，为了护鸟，徐立强没少磕磕碰碰，受伤的
情况时有发生。有一次，徐立强一早进山护鸟，在崂山
西麓的一处山腰，突然脚下踩空，摔到一块大石头上，
昏迷了过去。直到当天傍晚，他才苏醒过来，浑身剧痛
难忍，又饥又渴。好在他头脑是清醒的，能判断方向，
一瘸一拐地下山回了家。

2015 年，徐立强萌发了一个想法：建一座保护站，
专门救护受伤的野生动物。可是资金让他犯了难。思来
想去，他决定卖掉自己的婚房。这个想法一提出，遭到
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徐立强顶着压力，将婚房卖了，筹资 80多万元建起
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随着保护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父
母也开始支持我了，他们隔三岔五来保护站一趟，修修
房子，喂喂鸟。”徐立强说，城阳区政府部门也给保护站
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

用卖房的一部分钱，徐立强还建起了科普教育基
地。一开始从事动植物保护，徐立强是对不良行为一个
个地劝阻。到后来，他意识到这样做的效果有限，于
是，从 2015年起，他将重心转移到野生动植物科普宣传
上。“通过科普进校园，影响孩子，进而影响家庭、社
会；通过科普进社区，让每个人都参与到野生动植物保
护中。”徐立强说。每年，徐立强进行上百次的野生动植
物知识全民科普。如今，城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
已超过5000人。

为仙鹤筑起温暖的巢

“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听不懂黑颈鹤在说什么，但相
处久了，能感受到它们的情绪。”说起黑颈鹤，护鸟志愿
者于凤琴打开了话匣子。“当黑颈鹤觅食回来，那叫声是
欢快的、爽朗的，节奏感很强；但也有悲哀的叫声，长
长的，有拖音，很低沉，听得直叫人心痛。”

于凤琴口中的黑颈鹤，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禽类，世
界上唯一一种高原鹤类，分布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
近年来，由于青海湖水位连年上涨，许多黑颈鹤的自然
窠巢被淹没，黑颈鹤筑巢繁殖遭遇挑战。2014 年，志愿
者到青海湖做黑颈鹤数量调查时，发现正值繁殖季节的
20多只育龄黑颈鹤，两两一组，若即若离，最终竟放弃
繁育，聚集在一起，在湖上盘旋哀鸣。

于凤琴和志愿者们就是被黑颈鹤的悲鸣声所打动。
当时，北京林业大学鸟类专家郭玉民提出人工筑巢

的“浪漫想法”。多方讨论后商定，筑巢点就设在位于青
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尕日拉寺门前的
青海湖边。

2015年3月上旬，来自北京、重庆和青海本地的志愿
者到达青海湖。他们带着采购的锤、镐、锹、锄等工
具，准备大干一番。然而，为黑颈鹤筑人工巢，并不像
想象中那样简单。

“我们本想砸开湖面上的冰块，把削好的木棍砸到冰
层下面，再用铁丝固定，加石块填充，待天气稍暖后，
再用草本植物覆盖。没想到，折腾了一整天，一根木杆
也没砸下去。”于凤琴依然记得，那时气温低至-20℃，
湖面还飘着雪粒，志愿者们“心都冻透了”。

一个月后，青海湖冰雪开始消融，志愿者们再次前
往。“第二次，我们穿了靴子和下水衩，但湖面到处是冰
水，依然冷得刺骨。”这一次，不但砸木杆的方法没成
功，就连拉料的皮卡车也抛了锚，陷到湖边湿地里。志
愿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车拉出来，折腾到最后一

个个如泥巴猴一般，铩羽而归。
又过了半个月，当地志愿者打来电话，在青海湖边

上繁殖的黑颈鹤已经到达，就在附近徘徊。得知这一消
息，于凤琴立即出发，从北京前往青海湖，第三次尝试
人工筑巢。

吸取教训，志愿者请教地质专家得知，青海湖湖底
是岩石，不是泥巴，于是他们改变筑巢方式，采用沙
袋、石块堆积、用草捆草袋铺陈和杂草覆盖的方法来筑
巢。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8个人工巢终于在湖边建成。
每个巢直径大约2米，留出鸟儿活动、落脚的空间。为了
方便幼鸟上下，志愿者还做了斜坡。

“黑颈鹤上巢了！”过了一些天，志愿者通过望远
镜，惊讶地发现人工巢迎来了“主人”。就在当年，8个
人工巢全部有黑颈鹤、赤麻鸭、须浮鸥和小鹬鸟等入
住。看到远处皑皑雪山映衬着蓝天白云，近处青海湖水

碧波荡漾，各种鸟儿们在人工巢上舞动栖息，志愿者们
无不感动落泪。

不过，巢筑好了，并不能一劳永逸。
冬季风大，志愿者们专门铺的柔软的草全都被刮起

来吹跑；解冻的时候，水流产生的浪也会把巢冲垮。于
是，筑巢成了每年必做的事。“由于青海湖水位上升，每
年筑巢的位置也不一样，现在比刚开始筑巢的位置大概
后退了2公里呢。”于凤琴说。

6 年来，于凤琴和志愿者们共筑 44 巢，有 24 个巢被
黑颈鹤使用，并养育出 37只幼鸟。回忆过往，于凤琴感
慨：要不是真的爱鸟，我们绝不会坚持这么久！

再过几天，今年的筑巢行动又要开始了。就像黑颈
鹤年年迁徙至此繁殖一样，志愿者们也年复一年地来到
青海湖边，为黑颈鹤搭起舒适的“家”。秋去春来，彼此
相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