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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候鸟鸟
望远镜里，落在大运河对岸树上的十几只苍鹭，像一根根白

色穗带飘挂树梢。再向东望去，大运河水面上密密麻麻的绿头鸭

正在水中嬉戏。镜头再拉近一点，水面上的小䴙䴘游得起劲。

蜿蜒流淌的大运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候鸟迁

徙的重要廊道。如今候鸟迁徙期进入尾声，但尚有部分冬候鸟和

留鸟出现在通州区域，引来不少摄影爱好者赶来运河两岸。城市

副中心爱鸟会工作人员也夹杂在摄影爱好者中，他们将大运河通

州段分割成多个部分，详细记录各段候鸟信息。其实，这项工作

从候鸟迁徙期之初就开始了，将持续至明年候鸟北归之后。

气温已降至冰点，但是挡不住摄影爱好者河边寻鸟的脚步。

从教师岗位退休后，王先生的镜头就对准了通州的风景人文，每

年秋天他都会来到大运河边拍鸟。他镜头里的“明星”可不少，有

连续多年到访通州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还有卷羽鹈鹕、黑

鹳等稀客，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秋沙鸭、绿头鸭、苍鹭等鸟类靓

照。他说，这几年运河越来越美，自己拍到的鸟类也越来越多。

最近，他听到通州区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消息，打心里高

兴。“鸟类就是环境变好的最佳晴雨表，我相信以后在副中心会拍

到更多珍贵的物种。”

运河岸边，不仅有喜欢鸟类的市民，还有动物保护人士为鸟

类的迁徙或留下过冬保驾护航。这段时间，城市副中心爱鸟会会

长羿健常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观景平台上架起单筒望远镜，仔细

观察运河两岸的留鸟。每年冬春的候鸟迁徙期，羿健都要沿着大

运河通州段沿岸观察鸟类情况并记录相关数据。他告诉记者，全

世界有 9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 3条在中国。途经通州区的候鸟

主要沿着运河迁徙，鸟类也多以雁鸭类的水鸟为主，如今通州区

的鸟类以冬候鸟和留鸟为主。

最近，羿健正在和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工作人员进行新一轮

的副中心鸟类调查，调查周期从今年候鸟迁徙期开始到明年春天

迁徙期结束。调查期间，工作人员将在大运河通州段 20多个区

段详细记录各负责区域内的鸟类情况。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观察期惊喜不断。前不久，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工作人员仅在

一天时间内就在大运河通州段发现鸟类 42种。其中绿头鸭、银

喉长尾山雀、棕头鸦雀等鸟类均超过一万只。而且，还发现了不

少雀鹰、红隼、普通鵟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潇洒身影。

羿健展示了一张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十几只绿头

鸭清晰可见，可以准确数出数量。羿健解释起观测拍摄的门道。

首先拍摄要抓取鸟类不重叠的时机，然后通过多张照片来确定一

个区域内的鸟类数量。更需注意的是，候鸟非常敏感，拍摄时不

能打扰到它们。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已在通州区内共记

录鸟类358种。

除了日常保护，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工作人员还通过日常科

普活动，在青少年中树立保护意识。观鸟期，羿健常会带着孩子

们前往大运河森林公园或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身临其境。“大家

坐在这里好好听，听见了什么鸟的叫声？找找这些鸟在哪里？身

体有什么特征？”在羿健的带领下，不少孩子已经能通过鸟鸣辨别

鸟的种类，甚至能详细写出各种鸟类的不同特点。

不仅如此，爱鸟护鸟的青少年、志愿者还通过制作动画等形

式，宣传鸟类保护知识。羿健说：“比如他们会通过动画描绘出

白色垃圾对鸟类的危害，还有人通过海洋问题，联想到候鸟保

护，随着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我相信我们和鸟类共同的家园也会

越来越美丽。”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察鸟类城市副中心爱鸟会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观察鸟类。。

羿健为孩子们讲解观鸟知识羿健为孩子们讲解观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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