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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陈江燕
马俊杰 文/图） 这两天在
冷高压控制下，福建天气
以晴冷模式为主，白天暖
阳相伴，气温迅速回升，但
是早晨及夜里，冬日的清
冷仍将继续，多地昼夜温
差在 10℃以上。

虽然气温不高，但最近
雨水较少，空气清新，大气能
见度高，正是秋高气爽的好
时节。

昨天，太阳还未完全落
山时，上弦月正值当空，恰逢
福州空气质量优良，海都记
者通过望远镜头，清晰地看
见了月球上的环形山。据天
文专家介绍，今晚8时许，土
星和木星将来到月球的身
边。届时，大家望向西南方
的天空，有机会欣赏到精彩
的“双星伴月”一幕。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全
省各地气温仍然较低，大家
外出时要注意做好保暖。其

中今天早晨，南平大部、宁德
西部、三明西部、龙岩西北部
城区最低气温可达 2℃ ~
5℃，有霜或霜冻；中南部沿
海 县 市 城 区 最 低 气 温 在
10℃~15℃之间；其余城区气
温在 6℃~9℃。随着本轮冷
空气势力逐渐减弱，12 日
起，全省各地气温将缓慢回
升。

天气方面，预计未来三
天，全省各地都以晴好天气
为主，天晴云少，没有雨水的
打扰，适合晾晒。不过，由于
各地湿度较低，提醒大家要
及时补充水分。需要注意的
是，12 日，我省沿海局部县
市预计将出现弱降水，上述
地区的朋友出门要备把伞。

福州未来三天天气持续
晴好，仅 12 日夜里，沿海部
分乡镇有小雨洒落，最高气
温稳定在 20℃上下，最低气
温则在 10℃ 出头，早晚偏
凉，要注意适当添衣。

天气持续晴好 今夜可赏“双星伴月”

极危候鸟
飞临连江越冬

今年首次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常来福建越冬，但数量非常稀少，
不易观察到；摄友希望通过本报，呼吁市民对珍稀鸟类多加保护

海都讯（福建日报记
者 陈则周） 随着《福
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草案的形成，福州将
构建现代产业化体系，
闽侯县祥谦镇属于青口
组团，将纳入福州中心
城区。对此，祥谦镇政
府结合实际，积极应对，
围绕主体项目，推进高质
量发展。

11 月 10 日，记者来
到祥谦镇，走访了凤港、
中院、枕峰等村庄，以及
五虎山工业集中区等，看
到整洁的街巷里商铺兴
隆；工地钩机挥舞，一派
在加快项目建设的气氛。

祥谦镇以革命先驱
林祥谦烈士的名字命名，
地处福厦公路沿线，几条
高速公路和动车高铁穿
行，地铁在建，水陆交通
便捷。近年来，该镇因地

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城镇经济实力得以较
多增强，村镇面貌焕然一
新。该镇在建设美丽家
园和创业发展中，讲求结
合实际并锐意创新，出色
完成了较多的省、市重点
建设项目，为乡村振兴、
城镇大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问及如何融入福州
总体空间规划的发展，增
强城镇城市化的实力实
效，祥谦镇党委书记王昌
桂、镇长陈斌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将以学深学
透党史为动力，不断增强
科技兴镇和产业支撑的
意识，全镇上下同心协
力，抓住将纳入福州中心
城区的新机遇，挖掘潜
力，推进与优化多元化产
业的布局结构，加快城市
化发展。

闽侯祥谦镇
加快城市化发展

入秋之后，随着天气渐寒，候鸟陆续开始南迁。昨日，福州
摄影爱好者陈先生通过“智慧海都”APP反映，他在连江山堂村
附近拍鸟时，意外发现了一群正在田埂附近休息的黄胸鹀（wú）。
陈先生说，十几年前，黄胸鹀还十分常见，如今却成了“极危”物
种，今年首次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极其稀少，他
好不容易才拍到，希望通过海都报呼吁大家进行保护。

小小黄鸟，缘何成为“极品稀客”？今天的《谈天说
地》，我们就来聊聊黄胸鹀背后的故事。

杨金说，就在十几年
前，黄胸鹀仍是数量丰富
的无危物种，在全国多个
省份均能见到其身影。
然而在 2004年后，它却被
当成危害农业生产的害
鸟被大量捕捉。不仅如
此，民间还曾错误地认为
黄胸鹀有补肾壮阳的功
能 ，加 之它的“肉质鲜
美”，甚至传出了此鸟是

“天上人参”的谣言。
随着谣言越传越广，

对黄胸鹀虎视眈眈的人也
越来越多，他们大肆捕猎，
部分地方甚至举办“禾花
雀美食文化节”。除此之
外，农田数量减少、湿地面
积缩减及农药大规模使用
等原因，都让黄胸鹀这一

种群的数量急剧减少。到
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官网更新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将黄胸鹀
的评级从“濒危”升为“极
危”。

今年 2 月，《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
整后，黄胸鹀首次被列为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动
物。短短十几年，黄胸鹀
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好在近年来，随着公
众爱鸟、护鸟等意识的增
强，黄胸鹀的遇见率已有
所增多，但黄胸鹀的生存
形势仍十分严峻，公众仍
需对珍稀鸟类保持关注，
并呼吁身边人一起保护。

记者从陈先生提供的
照片上看到，黄胸鹀的体型
不大，体长约为 15厘米，胸
腹部的羽毛呈现为亮眼的
黄色。福建省观鸟协会会
长杨金说，正因为黄胸鹀独
特的外貌颜色特征，所以它
有许多带有“黄”字的“小
名”，例如黄胆、黄肚囊、黄
豆瓣、麦黄雀、禾花雀等。

“作为候鸟的一种，每
到冬季，黄胸鹀常会来到福
建越冬。”杨金介绍道，黄胸
鹀喜欢在灌丛、苇丛、农田
里低矮植物中活动，常常结
群穿梭于农田、苇丛之间。
因此，陈先生等鸟类摄影爱
好者，才有机会在山堂村的
稻田附近找寻到黄胸鹀的
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黄胸鹀
的羽毛会随着季节变化而
变化，从繁殖期（4 至 7 月）
到冬季，羽毛会由繁殖羽逐
渐替换为冬羽。杨金说，以
雄鸟为例，在繁殖期时，雄
鸟顶冠及颈背常呈现为更
深的栗色，脸部也比较黑，
脖子上还有一圈棕黄色的
领环；非繁殖期时，色彩就

会淡上许多，颏及喉黄色，
仅耳朵附近的羽毛为黑色
且具杂斑。

杨金表示，而要辨别黄
胸鹀的雄雌，也很简单。雌
鸟的下嘴处呈粉褐色，上嘴
为灰色，和雄鸟不同。而且
雌鸟的顶冠处纹路常呈浅
沙色，两侧有深色的侧冠
纹，以及狭窄的白色翼斑。

上周六，陈先生和几个
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到连江
县山堂村拍鸟。他们在村
子里一处稻田附近，偶然
发现一群黄胸鹀正在树枝
上歇息，便赶紧拿起相机，
拍下它们的身影。但小鸟
们十分警觉，远远发现有人
类靠近等异常动静，立马就

飞走了。
未能尽兴的陈先生，之

后又去了两趟连江，并于昨
日上午再次寻觅到黄胸鹀
的踪迹。从连江回来后，陈
先生向海都记者分享了拍
摄黄胸鹀期间的所见所闻。

陈先生说，山堂村生态
环境好，常有各种鸟类出

没，是拍鸟爱好者的“秘密
基地”，他常常在村里一待
就是大半天，但这次拍到的
黄胸鹀，由于数量稀少，平
时鲜能遇见。

“当时是早上9时许，有
一群鸟站在稻田附近的小
树丛上，其中就有几只黄胸
鹀。它们腹部的黄色十分

惹眼，就算藏在一群麻雀之
中，也能立马和棕黑色的麻
雀区分开来。”陈先生说，确
认到黄胸鹀的位置后，他便
顺着田埂悄悄靠近，距离10
米左右便开始拍摄。“不到2
分钟，鸟儿就飞走了，同行
的 4 人中，只有我们 2 位看
到了，可以说是十分幸运。”

11日 晴 10℃~21℃
12日 多云转阴 13℃~21℃
13日 多云转晴 14℃~21℃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雄雌毛色不同 随季节变换新装

拍鸟“幸运儿” 捕捉到极品稀客 因“天上人参”谣言
从“无危”变“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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