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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是天空的精灵，它在长空翱翔的
时候，也让我们的心灵随之放飞。但是，
当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森林、湖泊、
滩涂、荒野，电锯、工程车、打桩机搞建
设时，却毫不留情地摧毁了鸟类的栖息地。

今天，我们真正要保护鸟类及其生存
环境，需要懂得：鸟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点
缀，还是我们须臾不得离开的大自然的旗
舰物种。有鸟，意味着有相对安全的水、
土、空气，而某个鸟种的突然消失或大量
聚集，便是环境的警报，是灾难的伏笔。
鸟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环，是抑制农田
虫害和草原鼠害的大军。我们一方面不喜

欢餐桌上的食品带着农药，另一方面在生
活中又毫不在乎农药产生的诱因？

因为懂得，所以知道每一种鸟类都是
大自然经亿万年孕育进化而来的精灵，知
道它们身上携带着丰富的生物信息，人类
一旦破解，会造福我们的生活。而如果在
人类认识之前，鸟类就默默消失，那将是
我们及其子孙的大损失。虽然鸟似乎一直
与我们共处，但对于它，人类尚知之甚
少，比如鸟的迁徙仍是未解之谜。当它们
沿着神秘的迁徙路线，飞过太平洋、飞过
喜马拉雅山，当 6 月份一只北京的杜鹃在
11 月份出现在非洲大陆，当 9 月份一只从
西伯利亚迁徙而过的银鸥停留在北戴河歇
息，我们是否对它们心存敬意呢？

因为懂得，所以知道生态环境不是人
工修剪的草坪，名信片上的花园，而是原

生的花草、泥岸的湖泊和灌木、乔木俱生
的多样化的生境，一段倒木和一小片看起来
杂乱的树丛，也许不符合人们晒朋友圈的要
求，但却是鸟儿最珍爱的乐园。如果我们挥
手砍尽，种上自己爱看的花草，鸟便失去了
这个“食堂”。

因为懂得，所以关心，所以保护，关
于鸟、鸟的栖息地、鸟类徒徙路线上的取
食地。鸟类年年如约而来，但如果它们世

世代落脚的取食地不复存在——自然的海
滩变成观景栈桥，湿地变成楼盘工地，那
么，它们如何南迁北返？我们的保护又体
现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如今，随着国
家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
设、石漠化治理、湿地保护与恢复、退牧还

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的推
进，全国鸟类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同时，全民保护候鸟意识也逐步提高，各
地采取了多种强力措施最大限度排除对候
鸟迁徙的干扰。

现在，保护已成共识，但真正落实保
护，我们需要科学知识，需要懂得，更需
要真诚的爱！

随天空精灵一起放飞随天空精灵一起放飞
陈晓星陈晓星

一只佩带由河北沧州环志的弯嘴滨鹬最
近几个月内在泰国两次被拍摄到，引起当地
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成了当地的

“明星”。
在 2017 年 12 月 8 日，这只编号为“Y9”

的 弯 嘴 滨 鹬 被 泰 国 鸟 类 保 护 者 Ayuwat 在
Khok Kham地区发现。当时，它和几只同类
的鸟儿在溪边自由地戏水。而它右腿上的上
蓝下黄环志格外显眼。之后的 2018年 1月 29
日，Ayuwat在泰国 Pak Tale地区，再次看到
了这只小鸟，他按动相机快门，把这只带有

“行头”的漂亮鸟儿用影像记录下来，并发布
到互联网相关网站上，引起当地媒体和动物
保护组织的关注。泰国鸟类保护协会官网给
予特殊“关照”，登载了弯嘴滨鹬清晰大幅图
片。一些网友还根据所佩带的环志旗标及编
号，为弯嘴滨鹬找“家”：它曾在哪里逗留？它身
上的“行头”又是从哪里佩戴的？

很快，业内人士确认，它于 2017 年 7 月
经停中国环渤海湾地区的河北沧州，并在那
里被专家发现进行了环志。给它环志的是沧
州师范学院生物学院教授、沧州市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负责人孟德荣及助手。

孟德荣教授的环志档案清晰显示，2017
年 7月 27日在沧州黄骅港附近环志了这只弯
嘴滨鹬，在它的右腿佩戴了代表中国环渤海
地区的上蓝下黄足旗环志标，左腿佩戴有金
属环号为D16-7577。当时放飞时，它连同环
志物品的体重为 48.2 克，喙长 37.6 毫米，头
喙长 62.7 毫米，翅长 125 毫米，体长 203 毫
米，尾长57毫米，鸟体健康。

沧州环志鸟在泰国被发现，说明迁徙途
经中国河北沧州地区的鸻鹬的越冬地包括泰
国。这对探索这一区域鸟类的组成及迁徙规
律，保护和合理利用候鸟资源等，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身在小城沧州的孟德荣教授，在候鸟环
志与保护领域可谓赫赫有名，今年54岁的孟
德荣本是大学“书斋”里的一位教授。但
是，他却选择将自己的双脚踩到了沧州沿海
的湿地与海边。这条路走得艰难，却又写满
不悔。这些年来，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业余
时间全部用于鸟类调查研究上，一次次卷起
裤脚在湿地里、在海边树起“粘网”为鸟儿
做环志，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学术成果。不
仅如此，孟德荣还于2001年创办了沧州市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一只只生病或受伤的
鸟儿。他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救下一只只鸟
儿，更通过一次次的救鸟行动在全社会宣
传、倡导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多
的沧州人在发现落难的鸟儿时，第一反应就

是“给孟老师打个电话！”截至到目前，已经有千余只鸟儿经过救护重
返蓝天。

环志是研究鸟类迁徙规律的重要手段，沧州沿海地区是候鸟迁徙
的重要通道。这些年，孟德荣为 130多种约 14000多只鸟儿做过环志。
他还回收过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者给鸟儿做的环志，他做的环志也被
国外的研究者们回收过。仅2017年，沧州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渤海
湾湿地，环志以鸻鹬类水鸟为主的鸟类20种820只，回收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环志的红颈滨鹬9只、弯嘴滨鹬2只。

孟德荣通过这些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敬
意，他先后获得多项环保奖项，被国家林业局授予“野生动物保护先
进个人”。除此之外，他还当选“沧州好人”“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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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改善 引众鸟儿引众鸟儿““安家安家””

鸟儿对生态环境的好坏非常敏感，
现在，许多地方生态环境改善，吸引来
越来越多的鸟儿。图为大连金州西海一
带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引来众多鸟儿
在此“安家”落户。明媚的阳光下，它
们忽而群起展翅，忽而又落下栖息，与
自然美景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行人驻
足观赏。 李恒升摄影报道

最近，湖北省荆门
市爱鸟文化研究会黄荡
湖大雁保护团队，又一
次来到沙洋县高阳镇的
吕集村大雁越冬地，将
爱鸟人士为大雁捐赠的
款项，送到了吕集村 11
组 62 岁村民吕池云手
中，请他帮忙购买 150
公斤谷物，每天定时在
大雁栖息的湖泊投放食
物。

今年 1 月下旬，一
场十年难遇的大雪突降
江汉之滨的黄荡湖大雁
越冬地。天寒地冻，大
雁栖息的湖泊结下了一
层厚厚的湖冰，大雁觅
食困难。

下雪后的第二天，
荆门爱鸟会会长董玉清不顾冰雪路滑，带领黄荡湖
大雁保护团队，巡湖发现大雁在冰冻的湖泊难于觅
食。荆楚理工大学爱鸟人士向雅倩教授得知这一情
况后，立即作出回应率先为黄荡湖大雁捐款500元食
物款。在她的带动下，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爱鸟人
士马文俊先生、本会爱鸟护鸟模范任芳芳也分别为
黄荡湖大雁捐款500元食物款。

荆门爱鸟会收到爱鸟人士的捐款后，经研究决
定将全部用于为黄荡湖大雁购买越冬谷物，保证大
雁在黄荡湖冰冻天气时不再受饥饿。于是，爱鸟会
会员们在冰雪天连续6天往返于黄荡湖大雁越冬地，
在高阳镇吕集村委会的帮助下，聘请了当地村民吕
池云为大雁栖息地的义务投食员。目前，由于爱鸟
人士的无私奉献，大雁在越冬地觅食困难得到了缓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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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脚鱼鹰展翅 周抚阳摄

锦鸡瑞雪 朱占军摄

黄荡湖大雁在湖冰上栖息 董玉清摄

题图：普者黑湿地上鸟儿云集。据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