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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周字艺
通讯员 廖金朋） 当
前，正值鸟儿春季迁徙的
时机，在一周连续雨水的
滋润下，福建永安天宝岩
保 护 区 河 流 进 入 丰 水
期。近日，天宝岩保护区
监测人员在一处较宽阔
的山谷田地，监测到一对
灰脸 鹰的身影。

据了解，监测人员当
天监测到灰脸 鹰时，它
们正在电杆电线上和乔灌
木树冠上俯瞰着大地，不
时俯冲到地面，捕获一只
小青蛙或者其他猎物。然
后，它们便悠然自得地在
一棵大树高枝上停歇梳
理，向监测人员展示了它
们的“飒爽英姿”。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天宝岩保护
区已经 6年没有监测到灰
脸 鹰，而且这次监测到
的是一对，非常难得。灰
脸 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此外，当天监测
到的旅鸟还有稀少的冠鱼
狗、山麻雀，以及较为常见
的黄眉鹀、小鹀等。

据资料显示，灰脸
鹰，中型猛禽，体长 39~48
厘米，上体暗棕褐色，翅
上的覆羽棕褐色，尾羽为
灰褐色，栖息于阔叶林、
针阔叶混交林以及针叶
林等山林地带，白天在森
林的上空盘旋、在低空飞
行，或者呈圆圈状翱翔，
有时也在地面活动；单独
或成对活动于林地边缘，
越冬偏好开阔环境。灰
脸 鹰觅食方法主要是栖
于空旷地的孤立树梢上，
两眼注视着地面，发现猎
物时才突然冲下来扑向
猎物。其性情较为胆大，
叫声响亮，以小型蛇类、
蛙、蜥蜴、鼠类和小鸟等
动物性食物为食，为旅
鸟，少见。

大樟溪发现中华秋沙
鸭，始于2009年。

当时，当地一名回家过
年的年轻人，在河岸边远远
拍到了几只并不常见的水
鸟，怀疑是中华秋沙鸭，便
向周围的朋友问询。

中华秋沙鸭是第三纪
冰川期的孑遗物种，距今已
生存 1000 多万年，被列入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2012 年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名录中估计的数

量为2400~4500只。
如此珍贵的鸟儿能现

身大樟溪？陈林起初并不
相信。他委托一位长年从
事鸟类拍摄的朋友去看看，
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按捺不住激动，陈林决
定亲自去求证。从梧埕村口
沿着大樟溪走了近1小时，几
经辗转，在山谷间的溪流中，
他见到了一群中华秋沙鸭。

“雄性中华秋沙鸭长得
很美，有墨绿色的羽冠，翅

膀上的羽毛布满颇具中国
韵味的云纹图案，是摄影师
们的心头好。”陈林迫不及
待地把他的快乐分享给了
他的朋友们。

发现是喜悦的，但是当
时不知道种群的数量有多
少，是不是常态化地到这里
栖息。兴奋之余，担忧随之
而来——发现如此珍稀的
鸟类，消息一旦泄露出去，
会不会引来盗猎？会不会
被人类惊扰？

“我们认为这些珍稀的
鸟类，在我们无法保护它的
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保密。
没有人知道，对它们反而是
最大的保护。”陈林说，几个
人形成了默契——保持沉
默。“我们都在福州居住，离
这里太远了，没法每天在这
里看着，没有保护的条件。”

这个秘密一藏就是近
10 年。10 年间，陈林也观
察确认了这群中华秋沙鸭
每年都会来此越冬。

4月1日“国际爱鸟
日”刚过。眼下，在我国
境内，候鸟正在接力北
迁，为了给它们的旅行
提供舒服的驿站，各地
可没少下功夫。比如，
在永泰大樟溪，陈林和他
的两个队友连续14年守
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的中华秋沙鸭；时隔 6
年，灰脸 鹰再现身福建
永安天宝岩保护区；福建
闽江河口湿地近年来也
采取了多种方法修复湿
地生态。相比起来，候鸟
的迁徙没有那么引人注
目，南迁北归、年复一年，
但背后依然有很多人在
默默守候与守护。

守
早春时节，福建永泰县梧埕村的

李花开了，漫山遍野。从村里流过的
大樟溪，清澈透亮，让水里的鱼儿几乎
无处藏身。溪面上，一群水鸟闹得正
欢，忽而追逐嬉戏，忽而潜水觅食，忽
而急速飞掠，如山间精灵般自由自在。

鲜有人知道，这群水鸟竟是一个
生存了1000多万年的物种。它们的名
字叫中华秋沙鸭，因其异常珍稀，被称
为“鸟中大熊猫”“鸟中活化石”。

今年在此越冬的 19 只中华秋沙
鸭，已经陆续北归，陈林想在它们走之
前，多留下些影像记录。

过去的4个多月，陈林和他的两个
队友一直在做着一件事情——他们每
天轮流蹲守在这里，只为守护这群“古
老的朋友”。他的队友，一个是永泰县
的返乡创业青年黄梁杰，另一个是当
地渔民林荣通。这样的蹲守，他们已
经坚持了4年，而这样的守护，已经持
续了14年。

候

近几年，乡村旅游热
兴起，宁静的梧埕村迎来
了不少游客和摄影师。陈
林开始担心，秘密可能很
难再保守下去了，“发现
者”将会越来越多。

与其被动保密，不如
主动保护。2017 年，陈林
开始带着黄梁杰一头扎进

大山里、溪流边，观察、记
录中华秋沙鸭在大樟溪的
活动轨迹。同时，向村民
宣传保护中华秋沙鸭的重
要性，阻止大樟溪上的盗
猎、电鱼行为发生。

2019 年，陈林又把林
荣通请来，组成了护鸟三
人组，并和梧埕村合作，在

大樟溪开展“百日护飞中
华秋沙鸭”行动。

“永泰县委县政府也
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开始
大力打击大樟溪电鱼、抓
鱼行为，为中华秋沙鸭创
造出一个宁静、平安的栖
息地。”陈林说。

从那年开始，他们三

个人每年冬天都要在深山
里守 100多天。每天一早，
陈林都会在中华秋沙鸭常
去的地方架起长焦镜头

“数鸭子”。如果数量没对
上，就要通过对讲机联络，
由黄梁杰和林荣通沿着近
10公里长的大樟溪流域寻
找并确认它们安全。

4年间，陈林记录到了
一组数据的变化：2019 年
至 2020 年冬春季，他们在
梧埕村拍到了 7 只中华秋
沙鸭；2020 年—2021 年 13
只；2021年—2022年19只；
2022年—2023年19只。

“数据说明这个种群
在大樟溪逐渐稳定下来
了，也能看到这几年我们
的保护成果。”陈林说，更
可喜的是，他们的努力，

“鸭子”们也感受到了，“过
去我们只要一下车，距离
秋沙鸭还有 200多米，它们
就飞了。现在它们不仅适
应了相机快门声，而且人

在岸边说话，它们照样游
到面前来，人和鸟可以和
谐相处了”。

陈林喜欢在朋友圈分
享自己的作品，展示各种
姿态的中华秋沙鸭。在他
的镜头里，中华秋沙鸭时
而钻出波光粼粼的水面，
激起龙形水花，如同蛟龙
出水，时而组成“方阵”结
队飞行，如同腾空而起的
战机编队……

“我们对这些野生动
物的认知是很匮乏的，很
多时候要靠摄影师不断地
拍 摄 、不 断 地 观 察 而 获
得。我希望我们的片子拿

出来，有人因为喜欢而去
关注它们、保护它们。”陈
林说。

如今，梧埕村也成了中
华秋沙鸭摄影胜地。一位
从江西来的摄影师说，永泰
的中华秋沙鸭拍摄点有四
个“更”：水更好，背景更好，
光线更好，人更专业。

在陈林看来，这是对
他们这几年保护工作的最
大认可，也是对永泰生态
的最好礼赞。

春暖花开时节，守护
了 100 多天的小家伙们陆
续从大樟溪飞离，他们并
没有太多不舍，“守护了 4

年，送了 4 次。离开是好
事，这表示它们今年都平
安越冬了”。

在等待中华秋沙鸭们
再次回来的日子里，团队
的成员们还有很多事情要
做，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
的事情——如何将珍稀鸟
类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如果能让当
地村民们从保护中受益，更
好地激励他们形成保护的
自觉与热情，构建爱鸟护鸟
与观鸟经济相生相融、相互
促进的良性生态，才是解决
问题的“金钥匙”。

（新华网 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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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10年 保守大樟溪的秘密

从被动保密到主动保护 每年冬天在深山守100多天

种群逐渐稳定 人鸟和谐相处

守护“古老的朋友”他们持续了14年
陈林和他的两个队友在永泰大樟溪守护中华秋沙鸭

时隔六年
灰脸 鹰再现身
福建永安天宝岩保护区此次

监测到一对，非常难得

中华秋沙鸭与人类和谐共生

中华秋沙鸭背着一只
大石斑在游泳

灰脸 鹰
（拍摄：罗华兴 廖金朋）

陈林在观鸟点通过对讲机与护鸟员实时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