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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鸥哪里是鸟呀，明明是上天派到我们
这里的小天使。”宁夏银川市长庆小学杨昊楠同
学一边喂鸟一边兴奋的说着。3 月 18 日，首届
银川市燕鸽湖红嘴鸥文化节在燕鸽湖公园湖心
广场拉开帷幕，2 万多居民一起观鸟、喂鸟、
画鸟，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景。

随着气温回暖，冰雪融化，一些候鸟也陆
续从南方迁徙到北方。根据红嘴鸥身上安装的
GPS 装置显示，有大量的红嘴鸥在银川附近活
动。经研究人员观测证实，这些鸟儿来自昆明，
它们成功穿越四川，飞过陕西，来到红嘴鸥迁徙
途中的重要中转站——银川。红嘴鸥已经连续7
年在银川燕鸽湖公园经过。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和当地人们浓厚的环保意识是鸟儿在此停留的
主要外因，在这里它们将停留一月有余，补充足
够的体能后，会陆续飞往内蒙古和俄罗斯。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是白
居易诗中的美景，如今这般灵动绝美的画面真
实地出现在银川燕鸽湖社区湖心公园湖畔。每

天上千只红嘴鸥到此驻足游玩游玩，，它们时而低空它们时而低空
盘旋盘旋，，时时而畅游湖面而畅游湖面，，宛如水中仙子宛如水中仙子，，吸引无数吸引无数
居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摄居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摄，，成为燕鸽湖成为燕鸽湖社
区一道独特的风景。“银川素有塞上湖城的美名，
有鸟不稀罕，可是在小区里有这么多的鸟，银川
市是头一个，我是慕名而来！”来自宁夏石嘴山市
的一对老夫妇羡慕不已。这对老夫妇酷爱拍鸟，
他们是专程从80公里外骑摩托车赶来的。

与眼前这一片春意盎然、人鸟和谐共处的
景致相比，你绝对不会想到燕鸽湖社区其实是
西北最大的石油基地，而燕鸽湖也并非天然湖
泊。曾经的这里还是一片盐碱滩，为了美化社
区，挖了一个人工湖。长庆油田驻宁夏、陕
北、内蒙古 3个省区，有 1.7万多户 5万多职工
家属在这里居住，这里是长庆油田、也是银川
市目前规模最大的社区。

从燕鸽湖物业服务处的丁亮了解到，2009
年红嘴鸥初到燕鸽湖社区落脚的时候，仅仅只
有十几只，随着燕鸽湖社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善，，以及居民环保意识的持续提升以及居民环保意识的持续提升，，红嘴鸥的红嘴鸥的
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如今已达数如今已达数千只千只。。为了留为了留
住这些可爱的住这些可爱的““居民居民”，”，当地居民没少费心思当地居民没少费心思。。
最初红嘴鸥刚飞来的时候最初红嘴鸥刚飞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并不认识当地居民并不认识
这是什么鸟这是什么鸟，，有的居民甚至还将红嘴鸥逮住带有的居民甚至还将红嘴鸥逮住带
回家回家。。小区服务站的小区服务站的管理者就专门从宁夏大学
邀请了两位对鸟类有研究的资深教授对其进行邀请了两位对鸟类有研究的资深教授对其进行
物种鉴别物种鉴别，，了解鸟的生活习性，并向居民积极
宣传，倡导大家爱鸟护鸟。随着鸟群数量的增
大，今年，他们还在湖边设置了温馨提醒牌，
提醒居民科学喂食，又在水面设置了竹排和漂
浮带供鸟栖息。为了不使鸟受到惊吓，在近期
还加强了巡逻频次，停用了水面景观喷泉。

石油基地不但冒石油还冒“湿地”，石油社
区不但聚集了宁陕蒙 5 万多职工家属还聚集了
每年都来的红嘴鸥们。住在燕鸽湖的居民只要
一提到红嘴鸥都特别自豪，他们会一条一条地
给你讲清楚红嘴鸥喜欢吃什么，都在什么时候
吃等一系列有关于红嘴鸥的知识。“燕鸽湖社区
居民优秀摄影作品展”、“你好、红嘴鸥”大型
风筝放飞活动、“最亲红嘴鸥、最爱燕鸽湖”少
儿绘画、作文大赛一系列的社区活动，让这个
听起来冷冰冰的石油基地社区一下子变得生机
勃勃。

鸟儿鸟儿回归的回归的述说述说
曾几何时，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天空

中那些飞翔的精灵越来越多了。我们已不需
要再走出城市，走进大山、走进田野才能看
到它们。每当清晨打开窗户迎接第一缕阳光
的时候，可以听到窗外的鸟儿向着太阳歌唱
的声音；每当傍晚在公园里漫步散心的时
候，也可以看到天空中的倦鸟归巢的身影。

上世纪末，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人们
保护意识薄弱，鸟儿在城市里寻找不到立锥
之地，只得离开那一片片水泥森林，离开我
们的生活。我们平时只看得见麻雀在周围小
心翼翼地跳跃。而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的逐
渐改善，越来越多的绿地、花园开始出现在高
楼大厦、车水马龙之间。一片片的绿色不仅让
我们生活的环境出现了更多的亮色，更是让
人类的朋友——鸟儿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
线之中。城市里，小鸟的种类在不断增加，除
了以往随处可见的麻雀、鸽子、喜鹊之外，倘
若稍加留心，我们还可以看到啄木鸟在树上

捉虫、燕子从头顶飞过，听到布谷鸟和斑鸠在
树上唱歌。行进在大街上，看到这些朋友的身
影，身心或许也会感到几分轻松。

城市中鸟类的增多不仅仅是因为城市绿
地的增加，我们更不应忘记的是遍布中国各
地的那些候鸟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生活中的那
些爱鸟人士所做的贡献。自然保护区中辛勤
的工作人员们不仅用他们的辛劳和汗水为越
冬栖息的候鸟们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而
且还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让爱鸟护鸟成为了
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在保护区的宣传与推
动下，鸟类的保护已不仅仅停留在全国各地
星罗棋布的保护区内，而是由点到面地进入
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的爱鸟人士越
来越多，他们凭借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与勇气
和担当，与各种捕捉、偷猎行为做着斗争，
守卫着鸟类不受伤害。这些人的努力与付出
同样值得我们称颂，值得我们真心去为他们
点赞。 （崔 文）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
经来过。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
孩她再也没来过……”1990 年，一首 《丹顶鹤的故
事》 唱遍了大江南北，动人的歌曲让人们认识了扎
龙，也让人们知道了“最美鹤女孩”徐秀娟的感人
事迹。

扎龙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满语
中“扎龙”意为“圈养牛羊的地方”，可见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一个风景如画，水草丰美的地方。美丽的
扎龙沃野千里，还有一望无际的芦苇沼泽。这里现
如今是鸟儿们的天堂，在此栖居的鸟类多达 150 余
种，其中鹤的种类多、数量大，这也让扎龙有了

“鹤的故乡”的美誉。
来到这里，一下车便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湛

蓝的天空上点缀着几片白云，几只燕子飞过，让头
顶那幅静美的画卷又多了些许动态美，也让人心里
感觉颇为震撼。眼前则是一望无垠的芦苇沼泽，清
风吹过，洁白的芦苇随风舞动，让人隐隐约约看到
芦苇身后荷花的倩影。远处的湖面上，几只大雁正

从水面浮过，看起来是那样悠然自得；近旁的芦苇
丛中，成群的丹顶鹤正在翩翩起舞，频频变化的舞
姿看起来是那样迷人，宛若从天而降的仙人。

扎龙自然保护区能有今天这样美丽的自然风光
和和谐的生态环境，与当地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
劳动是分不开的。自 1979年保护区成立以来，一代
代扎龙人用他们的爱心与责任心为鸟类建造休养生
息的家园，徐秀娟正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1981
年，17 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扎龙，开始了她的
养鹤工作。工作中，她凭借着自己的细心与耐心，
很快就掌握了鹤类饲育的全套技术，得到了业界的
广泛称赞。1986 年，徐秀娟离开扎龙南下，前往江
苏盐城建立丹顶鹤保护基地，之后 1987年，她为了
寻找走失的天鹅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3岁。徐秀娟
就这样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一生热爱并为之呕
心沥血的护鸟事业。来到扎龙，回顾这段故事，会
为烈士的壮举而感动，同样也会油然而生一种信
念：那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将她的奉献精神和对于
鸟类保护的热爱继续延续下去。

深秋季节，北方的气候又多了一丝萧索，这也
就到了候鸟南迁的时候，辽阔的南方一望无际，不同
的鸟儿也在选择着最适宜自己生存的环境。有些候鸟
会迁徙至东南沿海，在温暖的海边越冬；另外一些则
会飞向美丽的云贵高原，在崇山峻岭间栖息筑巢。红
嘴鸥就是后者的代表之一，每年的10月它们会成群飞
往云南，在昆明、大理等地的河流湖泊周围聚集。在这
之中，又以滇池的数量为最，成千上万的红嘴鸥在这
里翻飞漫步，与前来观鸟的游客亲密接触，也让滇池
变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乐园。

10 月的昆明气候温和，清晨明媚的阳光洒向大
地，又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些许暖意。行走在滇池湖
畔，蓝天碧水与岸上的绿树群山相映成趣，阳光下
的水面被微风吹出了些许涟漪，远远看去一片波光
粼粼，好一幅优美的自然风景画。滇池旁著名的海
埂公园可谓是绝佳的观鸟场所，，前来观鸟的游人络绎前来观鸟的游人络绎
不绝不绝，，年轻的情侣们走进鸟群年轻的情侣们走进鸟群，，和这些白色的精灵合和这些白色的精灵合
影留念影留念，，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可爱的孩子手中盛着可爱的孩子手中盛着

面包屑，他们睁大眼睛望着天空，高举着双手等着小
鸟飞到他们手里来觅食；白发苍苍的老者在一旁静
静地站着，默默地注视着那些鸟儿在空中飞翔的身
影，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远道而来的红嘴鸥面对如
此多的观赏者也毫不羞涩，它们在人群中间尽情地
飞翔、舞蹈，尽情地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活力。

美丽的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素来有
“高原明珠”之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候鸟越冬的目
的地之一，许多史料中都有着“白乌见”的记载，
所谓的“白乌”正是我们今日见到的红嘴鸥。自
1985 年在昆明发现第一只红嘴鸥开始，人们便开始
有意识地维护自己身边的环境，为红嘴鸥提供一个
更好的过冬场所。时至今日，冬季盘旋在城市上空
和停留在滇池水畔的红嘴鸥已是随处可见，它们就
这样和爱护他们的人类相安无事地生活着。年复一
年，大自然无形之中在滇池与红嘴鸥之间建立了一
道美丽的生命链接，将生命的动态美与自然的静态
美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中国众多的候鸟保护区中，江苏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因其
地处沿海而显得格外迷人和独特。盐城地势平坦，加之处于温带地
区，因而水草丰美，气候也格外适宜。优美的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包
括鸟类在内上百种野生动物越冬的最佳选择。由于这样得天独厚的
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自然保护区，用以保护像丹顶鹤
这样的候鸟和野生动物、保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持这些动物们赖
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在保护区对爱鸟护鸟的大力宣传下，市民们的
护鸟意识也不断提高，来到盐城的鸟类数量、种类都有了极大的提
升。据资料显示，盐城市现有鸟类将近400种，并且每年有近300万
只岸鸟会飞经这里，20万只水禽会在这里过冬，其中不乏像丹顶鹤
和黑嘴鸥这样的濒危物种。

候鸟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除了要归功于生物学家和工
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保护候鸟安全的守卫者们所
做的努力，他们就是盐城公安边防支队的那些可敬的民警们。由于保
护区里的鸟类大多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以及珍稀鸟类，这让许多不法分
子和偷猎者感觉有利可图，于是这些人便把手伸向了动物们。

面对这些对鸟类的不法猎捕行为，自 1983 年进驻保护区以来，
民警们便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打击；2008 年更是成立了“护鹤小分
队”，加大力度对这里的候鸟展开保护。他们在偷猎者可能出现的地
方搜索他们留下的踪迹，冒着生命危险到沼泽附近拆毁那些用来捕
猎的工具，全方位、多渠道地打击这些犯罪活动，保卫着鸟儿的安
全。除此以外，这些候鸟的安全卫士们还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着
鸟类保护的宣传工作，他们走上街头、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向更
多的市民和学生宣传呼吁鸟类常识以及如何对鸟类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救助。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保护鸟类已经变成了一种观念，并且
被内化到了每一个盐城人心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护鸟的队
伍里，自发地用行动救助那些受伤或者离群的野生候鸟，帮助它们
重新回归自然的怀抱。

在这些守护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把“候鸟保护伞”被撑起，
在这把大伞下，无数伸向鸟儿的黑手被斩断、许多受伤的鸟儿重获
了新的生命、走散的鸟儿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伙伴。

黑龙江扎龙保护区：丹顶鹤与“最美鹤女孩”
崔 谦

云南滇池：红嘴鸥的冬季家园
崔 谦

江苏盐城：候鸟安全的守卫者
崔 谦

宁夏银川：石油基地里的候鸟湖泊
李志鹏

宁夏银川宁夏银川：：石油基地里的候鸟湖泊石油基地里的候鸟湖泊
李志鹏

保护天空的保护天空的““精灵精灵””
崔崔 谦谦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如何科学地爱
鸟护鸟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就以上话
题，笔者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
徐基良教授。

问：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候鸟保护，大致
需要做哪些具体工作呢？

答：不同的自然保护区因不同的目的而
建立，且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因
地制宜地展开工作。具体工作大致可以归为以
下几个方面：（1） 做好鸟类的栖息地保护；

（2） 打击非法狩猎；（3） 做好鸟类种群动态及
疫源疫病的监测；（4） 进行鸟类等野生动物
保护的科普宣教；（5） 根据具体情况，对特
定物种或类群在必要时进行食物补给等人工
干预措施。

问：除自然保护区以外，城市鸟类保护也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这方面需要做哪些工
作？

答：首先是要建设和保护好城市鸟类的栖
息环境。除了要保证一定的绿地面积外，在绿
地植物的选择上还要注意植物群落的多样性，

为鸟类提供多样化的栖息环境。同时也要根据
鸟类的不同食性，适当增加一些生长浆果、坚
果等可以为鸟类提供食物的植物种类。此外，
在城市绿地的管理中，要避免大量使用杀虫
剂，以免对鸟类造成伤害。

其次，在现代化的城市中，一些鸟类 （如
麻雀、灰椋鸟等） 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营
巢场所。对这些在树洞或墙缝中筑巢的鸟类，
可以通过悬挂人工巢箱的方式为它们解决巢址
资源不足的问题，进行人工招引。

第三，在冬季这种食物缺乏的季节中，可
以为鸟类提供食物。比如可以在阳台或庭院中
设置鸟类的喂食台或悬挂喂食器，解决城市中
鸟类食物缺乏的问题。

最后就是要加强对公众的鸟类保护的宣传
教育。通过爱鸟周活动、观鸟活动等，使普通
民众了解鸟类，并提高保护鸟类和环境的意
识。

问：我国目前对于鸟类的保护工作还有哪
些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答：我国鸟类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也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完善。
例如由于人口增长、城市扩展、环境污染等，
鸟类栖息地丧失的状况仍在加剧，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和鸟类栖息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亟待解
决。

问：请提出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爱鸟护鸟的
建议。

答：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首
先，保护好鸟类的栖息环境，不随意破坏植
被；其次不要干扰鸟类的生活，特别是处于繁
殖期的鸟类；第三，不鼓励、不提倡对野生鸟
类的捕捉，积极制止非法捕捉鸟类的行为；第
四，遇有受伤的鸟类或者捡到从巢中掉出的幼
鸟，应积极联系相应的专业救助机构。

河北唐山曹
庄村爱鸟人士进
行鸟类保护

让
小
鸟
也
爱
城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