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永州市蓝山云冰山景区，
成千上万只候鸟不疾不徐、 舒缓从
容地从山间飞过，呈现出一派“青山
秀水白鹭飞”的美丽图景。

云冰山位于南岭山脉， 横跨都
庞岭、西峰岭、东边岭、葫芦岭四座
主峰，平均海拔1200多米，是南北
气流汇集的风口和候鸟迁徙的必经
之地。

每年此时， 上千万只从罗霄山
脉和雪峰山脉迁徙而来的候鸟，汇
集在云冰山观鸟台下的隘口南迁北

归，甚是壮观。
当地林业部门和爱鸟志愿者开

展鸟类调查时发现，云冰山汇聚了红
嘴相思鸟、蓝喉锋虎、画眉鸟、普通
鵟、大嘴乌鸦、黑短脚鹎等近二十多
种鸟，占蓝山境内已发现鸟类的20%
左右。

云冰山是蓝山“千年鸟道”中最
重要的通道点之一。据介绍，蓝山每
年过境候鸟多达100余种， 它们往南
迁徙时会经蓝山县毛俊、浆洞、南风
坳等地。

位于炎陵县下村乡鹫峰村的牛
头坳也是迁徙候鸟跨越湘赣两省的
必经通道。每年秋季，途经下村乡牛
头坳过境迁徙的候鸟，有200多种数
百万只。其中，受国家明令保护的稀
有珍贵鸟类126种，受国家重点保护
的有6目6科36种。

“拍到了，拍到了。”9月8日下午
4点，在炎陵县鹿原镇塘旺村一水塘
边，十余只须浮鸥飞来，霎时间，“哒
哒哒哒哒”相机快门响起，摄鸟爱好
者刘伟文用“小钢炮”———长焦镜头
锁定目标，不停地按动着相机快门。

“昨天两只， 今天有4只了。”须
浮鸥发出清脆的叫声， 它们或来回
盘旋，或在池塘伫立，这些都被刘伟
文一一定格在了相机显示屏上。

“拍鸟是一种挑战，其中有很多
的刺激和成功的喜悦， 一旦接触了
拍鸟就会爱上这项活动， 也会更加
爱护鸟类。”今年54岁的刘伟文是名
入行2年多的摄鸟爱好者，只要有时
间就会来水塘边拍鸟。 为了离鸟更
近，更好地拍出候鸟的各种形态，经

常“躲”在帐篷里，擎着超长镜头的
相机瞄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警觉
的鸟儿，这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最
久的呆过12小时， 但如果能拍到一
张精彩瞬间，他会觉得“一切都是值
得的”。

在刘伟文看来，想要拍好鸟，先
要了解它们，摸清习性。现在他几乎
能叫出湖南乃至国内所有常见鸟类
的名称，说出它们的特点。

刘伟文告诉记者， 随着炎陵县
生态环境日益提升以及人们爱鸟护
鸟意识的增强， 该县鸟类的数量和
种类都有了明显增加，除了须浮鸥，
黑翅长脚鹬、白腰草鹬、黑水鸡等鸟
类也到炎陵县停歇。 这些候鸟一般
会停留三天左右，休息并补充食物，
随后经鸟道继续南飞， 到沿海地区
或东南亚越冬。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摄影爱好
者赶到炎陵， 捕捉拍摄候鸟灵动瞬
间。炎陵县旅游主管部门也有意推出
观鸟摄影旅游线路， 吸引更多游客，
推动炎陵县旅游事业再上台阶。

【场景】千年鸟道迎来今秋首批候鸟

【拍鸟人】守候只为那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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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进入秋天，成群结队的候鸟从西伯利亚、内蒙古草原、华北平原等地起飞，经东、中、西三路分别
飞往中国南部地区越冬。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南、江西等地,形成了极窄的迁徙通道，成了从中部路线南迁
候鸟必经的“千年鸟道”。

9月8日，这条“千年鸟道”又陆续迎来迁徙候鸟过境。近日来，在青翠而朦胧的山色中，一行行成群
结队的候鸟，穿过山谷，展翅高飞。这样一幅万鸟翔集、极为壮观的场景，吸引了不少省
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记者 李成辉 杨洁规 视频剪辑 王珏

【数据】
全省越冬候鸟达28.8万只

湖南属于全国候鸟迁飞主
要通道省份， 每年春季3至5
月、秋季9至11月，迁徙候鸟主
要沿雪峰山脉、罗霄山脉和武
陵山脉三条线路行进。

有专家表示， 迁飞过境我
省的鸟类更多，历史统计有数
百种。 生态环境日渐向好的湖
南， 每年秋季都会有大量的候
鸟来此过冬， 环洞庭湖区是它
们的主要越冬栖息地。

这些年， 随着退林还湖和
大量矮围、网围被拆除，洞庭湖
湿地生态得到快速恢复， 过冬
候鸟数量开始逐年上升。 今年
1月的环洞庭湖区隆冬越冬水
鸟同步调查， 共调查到越冬水
鸟7目12科53种288157只，同
比增加41089只， 增长16.6%，
鸟类数量和种类为近十年之
最。

数量排前三的为罗纹鸭、
豆雁和绿翅鸭，分别占总量约
22.5%、20%、8%。 监测到国家
重点保护鸟类7种1万余只，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黑鹳、
白鹤、白头鹤等，国家二级保护
鸟类有白琵鹭、 小天鹅、 白额
雁、灰鹤等。

对候鸟而言，迁徙需要耗费
大量体力，克服重重困难，才能
最终抵达目的地，是一场艰辛的
旅途。在与过度劳累、饥寒交迫、
非法猎杀对抗的同时，造就了这
个星球上最为壮丽的自然景象
之一。可喜的是，近年来，我省用
实际行动为候鸟架起了一座安
全“通道”。

进入9月， 邱寒冰又忙碌起
来了。他是蓝山县林业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近10年
来的上山护鸟、风吹日晒，他的
皮肤已变得黝黑。 不管风吹日
晒，每年候鸟迁徙时节，他都会
和队友准时登上南风坳，翻越10
多里山路巡山护鸟，宣传护鸟知
识。

从2012年开始， 蓝山县加
大候鸟保护力度，组织林业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站、执法大队和森
林公安人员成立护鸟巡护队，目
前已发展到50多名队员。每年春
秋季节候鸟迁徙时段，按照候鸟
迁徙路线分成三组，实行全天候
护鸟巡逻，同时，引导志愿者成

立民间护鸟队
伍， 共同保护候鸟
迁徙。

眼下，炎陵县林业局也
进入了“特护时期”，在下村乡牛
头坳候鸟保护站安排林业局工
作人员、森林公安、下村乡工作
人员坚持100天全天候、全方位
巡护值守。同时还和周边县建立
联防机制， 严厉打击非法猎捕、
毒杀、收购候鸟的行为。

据了解，自2012年开始，我
省在环洞庭湖区、雪峰山脉和罗
霄山脉、武陵山脉的候鸟迁徙重
点区建立了43个候鸟保护站，实
现候鸟保护重点地区全覆盖，并
在候鸟迁飞季全程实行24小时
值守巡护。我省各地还积极组织
生态护林员，制止、查处非法猎
捕候鸟行为， 大范围开展清网、
清套、 清夹和清除毒饵等活动。
长期持续的巡护打击，促使省内
打鸟等破坏鸟类资源的非法行
为大为减少，历史形成的打鸟点
都已经转为“护鸟点”“观鸟点”。

此外， 全省共建立各类各级

自然保
护 地 586
个，总面积
238.52 万 公
顷， 占我省国土
面积的 11.3% ，
为候鸟栖息、觅食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保
护。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各
级林业部门还联合公安、 市场
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 对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单位、 经营利用场
所、运输寄递企业、电子商务平台
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严查非法销
售禁用猎捕工具和毒饵行为，一旦
发现非法捕杀、交易、运输、食用候
鸟等野生动物等触犯刑律行为，严
格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
候鸟南迁，携手“护航”

9月2日，“鸟人”刘伟文有了个
新身份———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炎陵护飞队志愿者。而55岁的周
新文，作为炎陵护飞队队长，已经有
6年护鸟经验。眼下，他正在为月底
启动的“千年鸟道”湘赣候鸟守护者
支援巡护联保联动做前期准备，以
确保候鸟迁徙平安过境。

和鸟结缘， 起源于2015年
8月，周新文途经炎陵县下村乡，无
意中从当地老乡口中获悉，有人在
夜间上山，在山口点燃篝火、设置强
光灯，利用竹竿、罗网，捕杀飞鸟，
“一网子下去，有好几百只，现场留
下一地鸟毛。”周新文坦言，他最心
痛的是看到有人抓鸟、打鸟、害鸟，
自己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守护
候鸟安全迁徙。

此后，周新文成了一名护飞志
愿者，经常自驾车辆，带领护鸟志
愿者辗转于炎陵县神农谷、大院农
场、下村乡牛头坳和江西省遂川县
长坪乡、营盘圩乡、戴家铺乡等罗
霄山脉千年鸟道巡护。“县城到下
村乡60公里， 到营盘圩100公里，
有些地方车走不了，要步行爬山。”

周新文回忆最近一次参与打
击非法捕鸟行动的情景。那夜凌晨

2点，他们听到候鸟凄厉的叫声，发
现有人用强光灯猎捕候鸟，“我们
看山间有灯光， 似乎就在眼前，兜
转了半天却没找到，就在下山的路
口蹲守，直到偷猎者下山。”

除了日常巡逻，每逢春、秋季
节，护飞志愿者也会联合林业局野
保站、森林公安局执法大队等来到
“千年鸟道” 及县内所辖区域开展
宣传、巡逻和深夜蹲守活动，为候
鸟迁徙平安过境保驾护航。

“鸟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越来越多的候鸟云集，说明湖南的
环境越来越好。”周新文说，随着法
律完善和人们保护意识增加，近年
非法捕鸟现象已大为减少。现在不
论是在“千年鸟道”上，还是在炎陵
县城，都能看到鸟儿在蓝天下自由
自在地翱翔。

鸟类专家提醒，候鸟都是国家
保护动物，容易受到惊吓，游客在
观鸟时要保持安静，一点风吹草动
都可能把这些精灵吓走;游客也不
要为候鸟投食，候鸟是生物链的重
要一环，人类的食物也会打破这种
平衡，破坏生态平衡。爱鸟护鸟从
我做起，文明观鸟拍鸟，不要干扰
候鸟正常栖息和迁徙。

他用6年守护，换得候鸟安全迁徙

空中有客来！惊艳迁徙路
“千年鸟道”又迎候鸟过境，省内这些地方好观鸟

观鸟地图

东洞庭湖
初次观鸟， 可以从水鸟开

始。 因为水鸟个大， 栖息地开
阔，比较容易观察和辨识。东洞
庭湖就适合观水鸟。 东洞庭湖
位于岳阳君山区， 是生物多样
性极为丰富的国际重要湿地。
丁字堤和采桑湖是东洞庭湖主
要的冬候鸟栖息地， 以雁鸭类
和鸻鹬类著称，尤以小白额雁、
螺纹鸭、白琵鹭、反嘴鹬数量最
多，沿大堤可观察到灰鹤、白头
鹤和白枕鹤。

西洞庭湖
位于常德汉寿县境内的西

洞庭湖， 总面积3.5万多公顷，
是我国淡水湿地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区域之一。 这里数万亩
的自然芦苇林， 是候鸟的最爱
地。 每年冬季有成千上万只候
鸟在区内越冬，其中国家一、二
级保护鸟类20多种， 以黑鹳、
白鹤等珍稀濒危物种最为独
特。

南洞庭湖
水浸皆湖、 水落为洲。由

湘、资、沅、澧和长江水汇流注
入， 位于益阳沅江市附近的南
洞庭湖， 其湿地面貌随水量不
同而显著变化。 南洞庭湖是一
个大自然迷宫， 又是一个生物
遗传基因库。2.4万公顷的湖洲
芦苇， 是世界上最大的苇荻群
落，也成为鸟类的最佳栖息地，
可以观察到白鹤、白头鹤、中华
秋沙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当然， 长沙附近也有很多
观鸟的好地方。比如，松雅湖、
洋湖、梅溪湖、千龙湖、大泽湖
以及浏阳的长兴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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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华秋
沙鸭掠过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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