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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天到次年初春，有一个地方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白天
鹅来此越冬停留。因此它被称作“天鹅之城”。

这里便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座随着举世闻名的万里黄河
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建成而崛起的新兴城市。这里有流淌
的黄河、肥美的土地、秀丽的山水。

九曲黄河，磅礴奔涌，冲关越隘，一泻千里；过壶口之
后，转了个“几”字形大弯，被“万里黄河第一坝”拦腰斩
断，陡然平静下来，在三门峡形成了一个数万公顷的沼泽湿
地。近年来，三门峡重视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优良，每年大批
的“天鹅朋友”都会来湿地做客。它们在水面上嬉戏游玩、觅
食越冬、休养生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门峡只是天鹅在迁徙途中的中转
站，补充食物、简短休息，继续南飞。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冬
季气温升高，白天鹅便飞到这里不走了。如今，白天鹅种群已
从90年代的几十只、数百只，增加到上万只。三门峡从此有了

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天鹅之
城。

随着环境的改善，每年到此越
冬的白天鹅等候鸟成倍增加，白天
鹅超过了上万只。候鸟的繁盛引来
了京、川、湘、粤、赣等13个省
市众多摄影爱好者。到湿地旅游的
游客也达到10万人次以上。

在湿地，除了天鹅之外，还
有黑鹳、白鹳、大鸨等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大约 867 种动物栖息
于此，成为一道美丽而珍贵的风
景线。

保护候鸟及湿地湖泊，是鄱阳湖当地居民共有的生
态意识。除了樊哲平、李春如，更多的鄱阳湖人在行
动。

今年51岁的许小华是都昌县多宝乡马影湖大雁保
护协会的副会长，从小在鄱阳湖边长大，他8年前就开
始跟着李春如巡湖保护候鸟，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
他跟老婆两人在家“带带孙子，巡巡湖”。早上5点多,
天不亮去湖堤上巡一遍，傍晚天黑还要再巡一遍，因为
这两个时段是候鸟休息的时候也是“打鸟人”最容易出
没的时候，“候鸟最需要保护”。

2013年5月26日，在西源乡“小天鹅”护鸟协会，
沙塘村委会墈上村村民吴国花向协会捐款人民币500元
整，并举行了捐款仪式。此次，虽然收到捐款仅仅有

500元，但表明了公众保护湿地和鸟类、爱护生态环境
的意识和积极性正在提高。

都昌县2012年4月被授予中国小天鹅之乡。本报记
者在这个十分简陋的协会地址看到，西源乡小天鹅护鸟
协会自2013年 1月3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发展成为拥
有39名成员的民间义务护鸟组织，所有的会员都在夜
以继日地救治各种珍稀鸟类。
“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日，落时不见湖

边草。”这是对鄱阳湖越冬候鸟种群数量之壮观的真实
写照。可是，鄱阳湖鸟类究竟有多少种呢？记者从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的统计数据是
426种。

上世纪90年代，江西鸟类总数为385种。这意味
着，目前，鄱阳湖区鸟类的种数，超过以前江西全省的
鸟类种数。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鸟类出现在鄱阳湖，
折射了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016年10月10日上午，30只白琵鹭飞抵江西鄱阳湖都昌县矶山湖湿地栖息。这是连

续第9年发现白琵鹭来此栖息越冬。

白琵鹭属国家二级保护鸟类，世界上白琵鹭的种群数量约有3万只，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2年，白琵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国际重要湿地，也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占

世界总数95%以上的白鹤、50%的白枕鹤、60%的鸿雁在鄱阳湖区越冬。

本报记者不久前来到鄱阳湖边上，追寻一年一度迁徙至此的候鸟，探访那群爱鸟护鸟

的鄱阳湖人。

1962年出生的樊哲平，是江西省土生土长的农
民摄影家，他不仅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江
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等众多头衔于一身，在当地
摄影界，他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做“湖畔拍
客”。因为，樊哲平的镜头里出现最多的，便是鄱
阳湖的四季景色。

飞鸟成群结队的掠过如镜的湖面，灿烂的晚霞
将候鸟的翅膀染成金色。湖边草丛里，一个举着相
机的中年男人，迅速地按着快门。这就是樊哲平
“湖畔拍客”的真实写照。

樊哲平告诉记者，
小时候他就住在鄱阳湖
边上，天天可以看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渔舟唱晚、鹤汀凫渚的
景色更是常见。在他的
家乡，进贤县三阳集乡
附近还有一片湿地，是
樊哲平回家的必经之

路。湿地里栖息着一大群天鹅，有一年冬天，樊哲
平途经湿地时，猛然大叫一声，天鹅便“呼啦啦”
地飞起，遮天蔽日，那美景把他惊呆了。虽然过去
多年，每当讲起那次经历，樊哲平还历历在目。

不管是童年记忆中的湖光山色，还是手持相机
追踪候鸟的摄影经历，樊哲平深切地感受到保护军
山湖生态环境的重要性。2009年，他萌生了“行走
军山湖，保护母亲湖”的想法，计划用一个月的时
间，徒步走遍军山湖沿岸，用镜头记录下沿湖人文
与自然美景。

说干就干，这年3月 12日，樊哲平背着摄影
包、干粮、三脚架等重达15公斤的摄影设备和日
用品，从民和镇白果村出发了。30天里，民和、七
里、前坊、三阳集、三里、梅庄、二塘、钟陵、南
台、池溪……樊哲平的足迹遍布进贤的 10 个乡
镇、228个自然村。饿了，就吃些随身带的干粮充
饥。夜幕降临，他就找附近的农家留宿。就这样，
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军山湖沿岸的自然风光、
民俗风情和沧桑巨变，共计约800多幅精彩照片。
之后，他还自费出了一本《军山湖风情画册》，送
给朋友，呼吁大家共同保护母亲湖。

徒步行走之后，樊哲平保护生态的公益行动并
没有停止，他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骑自行车绕鄱
阳湖考察了一圈！
“军山湖历史悠久、风光秀美，我希望通过行

走军山湖，给进贤留下一份较为完整的军山湖风光
民俗资料，告诉大家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樊
哲平如是说。

采访中，樊哲平脸上永远洋溢着满足感，他说，
这是鄱阳湖的候鸟和美丽的湖景带给他的福分。

江西都昌县有一个“候鸟医院”，李春
如，就是“候鸟医院”的创始人。本报记者专
程去到都昌县多宝乡洞子李村实地采访了李春
如。

这位年近七旬，却头发乌黑、精神矍铄，
走起路来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的“老人”。

谈起多年来的护鸟经历，李春如说：“若
说鄱阳湖是‘候鸟王国’，马影湖绝对称得上
是‘候鸟王宫’。”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到鄱阳
湖越冬，它们迁徙抵达的首站就是马影湖，随
后再向其他湖区分散。每年3月，候鸟们会再
次到马影湖集结，然后成群北归。马影湖也是
鄱阳湖的一个子湖。

谈及这些候鸟，李春如如数家珍。他从
1982 年开始义务护鸟，如今已有 34个年头。
“我所说的这些候鸟种类，不是资料上记载
的，而是亲眼所见的。我拿的也是第一手资
料。”

作为马影湖民间候鸟保护第一人，李春如
早已习惯了“山上度春夏，湖内阅秋冬”的生
活。每天清晨，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拿起望
远镜，到湖岸上观察候鸟的动向。候鸟数量较
多时，他每天要到湖岸走上好几遍。为便于观
察，他还在家后的山上搭起一个“观鸟棚”。

李春如的另一个“壮举”，便是创立了鄱

阳湖候鸟保护区内唯一一所专门的“候鸟医
院”。33年里，李春如使11749只受伤候鸟重返
蓝天。

从李春如家向西，记者沿乡间小路步行
300米，候鸟医院就坐落在马影湖东侧的堤坝
上。那是一座由5间砖瓦房构成的院落，西侧
有一处罩着铁笼的水池。白墙上的牌匾：“中
国鄱阳湖候鸟救治医院”几个字分外醒目。

李春如介绍说，从左到右，依次是候鸟康
复室、候鸟重症监护室、候鸟病房、候鸟手术
室及医护办公室。“除了‘病人’不同外，和
普通医院没什么两样。”

对于那些受外伤严重的候鸟，候鸟医院还
能提供手术治疗。在候鸟手术室中央，放有一
个两端带凹槽的特制木箱，这是专门为候鸟设
计的手术台。墙边的医疗器皿柜上，放有各类
药品和手术用具。而那台医用高温消毒柜，则
是整间手术室最为昂贵的物件，“这东西价值
几万元，是县医院送的。”李春如说。
“如果说我护鸟的初衷只是因为兴趣，后

来则转化为一种感情。”李春如说，鸟非常通
人性。2000年夏，他救治过一只受伤苍鹭。苍
鹭伤愈放飞前，为方便观察鸟的后续状态，他
给苍鹭的翅膀绑上一条红丝带。让他没想到的
是，此后几年，每当夏候鸟到来，这只苍鹭都
会在接受治疗的房子上空打转，李春如说，
“它记得这里，记得我。它想报恩”。

在医护办公室里，李春如拿出一本足有10
厘米厚的病例本，上面记录了近百只候鸟的救
治情况。每份病例都有入院检查记录、医嘱记
录和放飞及出院小结，一般至少写满三大页。
内容之详尽丝毫不逊于正常医院的诊疗记录。

深秋追鸟人
—鄱阳湖候鸟保护特写

本报记者 陆培法

③ 鄱阳湖人：爱鸟护鸟在行动

② 李春如：“候鸟医院”的传奇

候鸟保护区的建设与维护一

直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

环。中国早在1975年，就建立了

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随后，

1984年还在青海建立了龙宝滩黑

颈鹤保护区。同年，江西鄱阳湖

越冬候鸟保护区落成。1987年，

黑龙江扎龙丹顶鹤保护区建立。

从这一份候鸟保护区建设“履

历”可以看出，中国保护候鸟、

维护生态的步伐一直未曾停下。

建设与发展候鸟保护区的辛

勤也换来了巨大成果共有116种

鸟类，占中国鸟类总数1/10。另

外，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日

本等国过境栖息候鸟，总数已达

二三百万。

保护区的成功维护，除了需

要工作人员的长期努力，还需要

采用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法。东滩

鸟类自然保护区曾引入互花米

草，互花米草生长于北美洲，虽

有抗风消浪、促淤造陆等作用，

但也不断侵占本地植物生存机

会，造成保护区湿地严重退化，

生物多样性锐减，严重影响过冬

鸟类食物来源和栖息地面积。意

识到互花米草的损害后，东滩保

护区立即推出“围、割、淹、

晒、调、种”六大措施，同时补

种芦苇等本土植被，有效控制住

了互花米草侵占栖息地的态势。

而“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

维护候鸟保护区的一项法宝。东

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就曾邀请以前

的捕鸟人“转换”身份，成为护

鸟人。在鸟类环志工作中，他们

可以利用自己的“捕鸟”之长

——逼真的鸟哨声，吸引候鸟飞

来，上好环志后再将其放飞。在

东滩保护区，曾经的捕鸟人、现

今的护鸟人金伟国曾帮助科研人

员捕获2万余只候鸟。

候鸟保护区是环保教育的理

想载体。早在2010年，东滩鸟类

自然保护区内的鸟类科普教育基

地建成，基地免费向公众普及湿

地保护、迁徙鸟类等知识，策划

开展了一系列爱鸟护鸟活动。教

育基地的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学生

进行湿地探营，观察飞鸟。回到

基地后，组织学生扮演不同生物

角色，在游戏中体会食物链运行

规律，提升爱鸟护鸟、生态环保

意识。

开发小众生态旅游也是候鸟

保护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生态旅

游是“负责任”的旅游形式，是

保护性的旅游概念。这将更好地

带动当地人爱鸟护鸟情结。

美丽的“天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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