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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敏 赵睿

隆冬清晨，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

科镇安达其哈村，十来位带着“长枪短炮”

的摄影者，守在黄河公伯峡库区的岸边，等

待着定格大天鹅的英姿。阴天气温-12℃，

河中的大天鹅都低着头睡觉，远远望去河

上浮着一个个白团，实在没什么看头。

时至上午 9 时，太阳从云里露出了头，

随之暖意渐浓，一只灰色的大天鹅抬起头

向四周张望，看到岸边冻得直跳脚的人们，

便和他们打招呼：“你们好！我们是大天鹅

一家，年轻的爸爸妈妈带我们 3 个孩子到青

海高原过冬来啦，今天很冷我们都不爱动，

让你们久等了！”

察觉到孩子醒了，爸爸妈妈也抬起头环

视四周，然后把另外两个孩子叫醒，“别睡

了，太阳出来该活动活动了，先跟我清清嗓

子，啾啾……”周边的大天鹅也一家家地精

神起来，络绎不绝的叫声让河面一下苏醒过

来，引得岸边的摄影者们不停地按动快门。

“孩子们，活动活动筋骨去。”看着领头

的爸爸向西游，我们三个全身灰色未满周

岁小家伙乖乖地排成队紧跟着，妈妈殿后，

一家人悠然地去“散步”，遇到别的大天鹅

家庭就唠唠嗑。“往常天气好总能来二三十

人 ，多 的 时 候 一 天 下 来 百 十 来 人 也 是 有

的。”“前段时间好多媒体来直播，我记得央

视播了一个多小时呢。”一群大天鹅你一言

我一语，声音越来越大，河面上顿时热闹起

来。

走了一段，大家遇到了戴着颈环的“蒙

古朋友”，在我们这 100 多只大天鹅中，它看

起来很特别。听叔叔阿姨们说，它来自蒙

古国，2011 年夏天，国际鸟类研究员在蒙古

国西部为它和另 100 只大天鹅戴上“1T”系

列 环 志 并 放 飞 ，人 类 给 它 起 的 名 字 就 叫

1T83 号环志大天鹅。通过环志人类可获得

大天鹅迁徙、分布及生存环境的基本信息，

为 保 护 大 天 鹅 和 防 治 禽 流 感 提 供 科 学 依

据。所以它很为自己的贡献和“百里挑一”

的身份骄傲呢。

10 年 来 ，1T83 去 过 不 少 地 方 ，是 我 心

目中的”飞行达人“，光在青海越冬就不下 3
次，还有 1T45、1T81 号环志大天鹅也曾在

青海越冬，“2013 年我在青海湖，去年到过

循化黄河，之后来到群科的黄河，已连续两

年在黄河上游越冬 。”这次 1T83 又来到黄

河上游的这片栖息地。

午后，是我最喜欢的“撒欢”时间，这时

候河水已不太寒冷，大家都活跃起来。三

五成群聚在一起，有的翩然起舞，有的引吭

高歌，有的悠然戏水，有的腾空而起，在水

面上划出美丽的弧线……一些血气方刚的

“年轻人”还为了争夺伴侣交战。岸边的人

类总对这些情景格外关注，甚至不惜等待

几个小时，如若看到就异常兴奋。

可是我发现，不论人们多么欢欣雀跃

都没有大喊大叫，而且平时也会刻意地与

我们保持 10 米以上的距离。他们在离沿岸

10 多 米 的 地 方 筑 起 了 一 道 1 公 里 长 的 围

栏，保护这片区域里的水生植物根茎不被

踩踏，所以我们一冬天都不用为吃的发愁。

然 而 ，1T83 告 诉 大 家 ，据 2016 年 到 这

里的 1T45 号环志大天鹅说，那一年是大天

鹅首次造访化隆黄河，当地很多人都不认

识它们，不仅冲它们叫喊，有的人甚至为了

看它们起飞向河里扔石头，还有来拍照的

人放飞无人机搅得它们不得安宁，人们纷

纷 走 到 岸 边 观 鸟 ，也 破 坏 了 湿 地 里 的 食

物 。“ 大 多 数 人 根 本 不 懂 得 我 们 是 喜 欢 安

静、干净的鸟类，也不了解我们对食物的口

味 。”1T83 说 ，因 为 彼 此 不 熟 悉 ，大 天 鹅 们

都在离岸边 20 米开外的水域活动。

渐渐的，岸边时不时有人来捡垃圾，也

有劝导人们文明观鸟的人。尽管这些人都

是单独行事，有的护鸟知识也不太专业，然

而有了他们的公益行动，我们的生活安逸

了许多。“2020 年，有群摄影的人来放飞了

好几架无人机，把我们吓得不轻，飞走了几

天再回来时，看到几个人一天到晚在岸边

守着，之后几乎再没遇到无人机。”1T83 告

诉我们，那时候常听到岸边的人说：“我们

化隆有天鹅多么珍贵，如果不好好保护，以

后它们不来了是我们家乡的损失！”

大天鹅们观察发现，这些来“值守”的

人中，有些是化隆林业部门的干部职工，还

有很多是自发来的当地群众，开始都是各

自行事，后来熟识了就通过微信联络，协调

时间来岸边巡护。由于大天鹅数量逐年增

加 ，2021 年 12 月 下 旬 ，化 隆 县 成 立 了 新 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天鹅湖摄影环保志愿者队

伍。自此有了一支身着红色马甲的“正规

军”，每天来岸边巡护，还带着相机给我们

拍照。

时间长了，我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

他们的故事。有位戴眼镜的叔叔，是化隆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玉峰，他说这支

队 伍 是 当 地 以 党 建 为 引 领 成 立 的 公 益 组

织，目的就是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弘扬海东

精神，打造六个“化隆样本”，发挥志愿者力

量，保护好大天鹅，保护好黄河，保护好生

态环境。爸爸说那意思就是当地有了一支

稳定、专业的团队维护我们的生活环境，保

护我们的安全，我听了好踏实，都敢沿着岸

边游了。

志愿队员都是本地人，有位名叫马辉

军的返乡创业青年，胖胖的个子不高，却从

2017 年在湖北省荆门市开拉面店时就一直

热心公益事业，2018 年被共青团青海省委

评选为“青海省诚实守信好青年”。2019 年

回乡创业后的每个冬天，他几乎天天都来

给我们拍照和做公益，我们每周吃到的“加

餐”——玉米粒，就是他和队友文卜具村团

委书记马钰彬特意从村民家收来的有机食

品。马辉军的两个孩子周末或节假日会和

他一起来；马钰彬村里的乡亲知道了我们

的事，更加重视人居环境质量，村容村貌在

镇里名列前茅；杨春林大叔每次拍照最认

真，听说他已经拍了 4 年，在化隆思源实验

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他，常给学生们

讲保护大天鹅、爱护生态环境的知识，所以

我常看到学生来观鸟时给家长们讲解护鸟

事项；在岸边景区里当门卫的马西拉爷爷，

是我们的“警卫员”在工作中实时查看我们

的情况，他和儿子韩乙四哈克是志愿队里

的“最年长和最年轻父子档”，小韩哥哥给

我们拍的视频在网上点击量总能有 1 万＋；

还有马志锦、马玉花阿姨……好多人，以及

越来越多的人，来保护我们大天鹅。

瞧，冬日黄河化隆段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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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通讯员 孙丽丽 王嬗

“拍到了，拍到了，今天终于拍到了凤头麦鸡成群飞

翔的画面，一共有 145 只呢。”才项南加高兴地展示着他

近一上午的拍摄成果，衣服早已被露水打湿。

才项南加是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医

保局局长，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生态环保志愿者。

2012年春夏之交，才项南加在多松乡夏拉滩拍摄黑

颈鹤时，感觉头顶有只“黑鸟”飞过落在对面，当时没有

人认识。经过他反复对比，惊喜地发现它竟然是鸟中国

宝——黑鹳。

才项南加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就去跟踪拍摄黑

鹳，这一拍就是 9 年。9 年来，黑鹳的数量从 2 只增加到

8 只。“一开始是工作需要，渐渐就变成了自己的爱好，

黑鹳数量不断增加，应证了河南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才项南加高兴地说。

2011年到河南县林业局工作的才项南加，第一次接

触到野生动物检测和保护工作，因为经费紧张，也没有

专业摄影师，便开始自己摸索摄影，拍下了许多河南县

野生动植物的照片。10 年来，他走遍了河南县的山山

水水、沟沟岔岔，成了蒙旗草原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资

料库”。

而他“痴迷”这项工作却是缘于雪豹，2012 年 4 月河

南县境内发现雪豹，才项南加一行人成立了工作小组，

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跟踪拍摄。然而雪豹活动谨慎、不

易接近，且活动区域地势复杂，还有棕熊出没，拍摄异常

危险，高寒气候也让工作人员吃尽苦头。

2013 年 12 月 20 日和 22 日，工作小组在宁木特林场

宁木特管护站古圆柏林区“阿什岗”地段掠拍到了雪豹

的行踪。才项南加骄傲地说：“这是黄南州建州以来第

一次发现国家一级野生动物活体，为明确保护野生动物

种类，争取国家专项支持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正是这次

特殊的经历，才项南加领略到了大自然的奇妙，毅然走

上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之路。

自 2011 年起，才项南加在工作之余抽出大量时间

进山入林拍摄、监测、记录野生动植物，充实了黑鹳、黑

颈鹤和高原兰科植物、高原蕨类植物等的资料。迄今拍

摄野生鸟类 250 余种，野生动物 50 余种，记录蒙藏药材

及高原植物 800 余种。哪里长什么植物？生活着什么

动物？他都如数家珍。“这些年感受最为明显的是河南

县境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越来越多，连以前鲜见的如今

都常出没于草原、荒漠和高山。”他认为这是青海保护生

态的回报。

他年轻时跑得动，就拍深山里的动物，老了跑不动

了，就拍所到之处的一些菌类、昆虫。他认为，保护生态

是每个人的应尽之责，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的愿望

就是用镜头记录河南县的花鸟鱼虫兽，把最详尽的生物

多样性资料库整理好，让人们感知这片纯净之地的生命

信息，呼吁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蒙旗草原的
生态记录者

本报记者 张洪旭

“一只两只三只……一共九只，它们可真漂亮。”马

赛丽麦老人一边用手机对着黑颈鹤拍照，一边为它们的

“高颜值”连连赞叹。

马赛丽麦家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

沟镇，不远处便是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因此她每天一

有空就去看黑颈鹤。“为它们拍照让我很高兴，记录它们

也是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她记得大约从六年前开始，都

兰湖湿地开始有黑颈鹤来栖息，从几只、十几只，到现在

的一群，鹤群跟人们就像邻居一样相处。

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乌兰县境内，地处柴达木

盆地东北边缘。境内有都兰河、赛什克河两大河流，水

源充足、牧草丰盛，是动植物的理想栖息地。湿地内有

野生脊椎动物 98 种，典型的国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黑颈鹤，Ⅱ级保护野生动物有疣鼻天鹅、灰鹤等共 10
种，省级保护野生动物有灰雁、斑头雁、赤麻鸭等。

前不久，为全面掌握全省范围内黑颈鹤种群数量、

分布、栖息地状况及受威胁因素等情况，青海省林业和

草原局通过项目支持，委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完成首次青海黑颈鹤专项调查。历时 5 个多月，于

黑颈鹤在我省生活的繁殖期、越冬迁徙期两个阶段，采

用样点法、直接计数法、访问和同步调查等方式先后对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州等省内黑颈鹤重点分布地区进

行调查。

调查发现，我省有黑颈鹤分布点位 104 个，其中繁

殖期 103 个点位共观测到黑颈鹤 377 只。越冬迁徙前 1
个点位共观测到黑颈鹤 580 只，其中海西州数量最多，

占比达 46.84%。

行业资料显示，在全世界现存的 15 种鹤类中，黑颈

鹤是唯一终身生活、繁殖在高原湿地的鹤种，主要分布

于中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栖息于海拔 2500—5000
米的高原沼泽。

乌兰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程技术人员孟全

菊介绍说，自 2014 年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以来，根

据《青海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和《青海省都兰

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恢复实施方案》，开展了湿地保

护、湿地宣教、湿地修复等一系列工作。随着生态环境

日益改善，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

的野生禽类到这里繁衍、过冬。

“我数着今年有 50 多只黑颈鹤，它们的到来让冬季

的都兰湖特别有活力，也给我们的日子增添了许多生

趣。”马赛丽麦欢乐地边拍边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像

她一样，希望有更多的黑颈鹤来栖息。

与鹤为“邻”

近年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

治县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立足“三个最大”“三

个安全”省情定位，始终胸怀“国

之大者”，深度融入全省生态文

明新高地建设，高质量推进青沙

山、黄河生态振兴工程，一体深

化蓝天、碧水、净土、清废“四大

行动”，统筹谋划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修复工程。2021 年完成国

土绿化面积达 6533 公顷，随着

绿色植被增加、水土保持功能增

强、泥沙流失量减少，形成“田中

有城、城中有园，园中有景”新格

局 ，实现了“生态化隆、绿色化

隆、山水化隆”新目标，黄河水质

的持续改善和生态环境的持续

优化，使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大

天鹅、火烈鸟、赤麻鸭等纷纷前

来越冬。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官群 李玉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