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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境内湿地渐成国内鸟友的青睐地，“冬季到洛阳
来看鸟”，成了鸟友间常说的一句邀约语。湿地观鸟走热，能否成
为洛阳冬季旅游市场的新机遇？在参考借鉴其他城市经验的同
时，我们还需在哪些方面做功课？记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采访。

近日，孟津国家级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附近
迎来了一群“装备齐全”的客人。他们是来自上
海的鸟友，共54人，此次驱车到洛阳，是专门来
看鸟的。

在保护区附近的一处河滩上，上海鸟友们借
助高倍望远镜、长焦相机等专业设备，饱览了湿地
飞禽的风采。静静东流的黄河水面上，一群群野
鸭、白鹭、鸳鸯、豆雁或游弋起舞、或展翅高飞，让
鸟友们大呼过瘾。

“太美了，壮阔的黄河和翩跹的候鸟，让我从
心里觉得震撼。”上海鸟友杨义说。

几年前，杨义曾独自来洛阳看鸟，走了洛河和
黄河的几处湿地。那一次，洛阳的湿地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今年冬，当上海的鸟友们决定组团
到外地看鸟时，他向大家推荐了洛阳。

李长民（音）是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的村民。
他经过这里时，鸟友们的“长枪短炮”和热闹阵势并
没有引起他的过多注意。李长民说，这几年，几乎每
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拿着很多装备到河滩上看鸟，刚
开始大家还很好奇，见得多了也不觉得新鲜了。

近几年，洛阳境内湿地的良好观鸟条件在国
内名声渐起，已成为鸟友公认的观鸟地点之一。
鸟友有自发前来的，也有与本地观鸟组织联系共
同发起活动的，仅河南野鸟会近年接待的外地观
鸟组织就有20多个，其中不乏来自台湾等地的远
途观鸟客。

“春雪飘飘，我心萌动，孟津观鸟，天光水影。”
2005年，国内著名环保专家郭耕到孟津看鸟之后
发此感叹。

牛俊英是华东科技大学的生态学博士，主要研
究湿地生态，作为一名资深鸟友，她常和洛阳的鸟友
一起到洛阳周边观鸟。

“北方城市中像洛阳这样拥有如此丰富湿地资
源的，着实不多，在河南除了信阳，就属洛阳了。”牛
俊英说。

可惜的是，湿地吸引了观鸟客的目光，却留不住
观鸟客的脚步。

一周前，鸟友王先生和朋友到汝河观鸟，在汝河一
处峡谷溪流中，他们发现了60多只鸳鸯在此栖息。成
群结队的美丽鸳鸯让他们激动不已，可到了晚上，这种
兴奋却被无处落脚的烦恼压了下去。傍晚，王先生一行
4人开车跑了十几公里都没有找到旅馆，只好在一家农
户借宿。

“我们原本打算要在这里看三四天的，可是吃住
没保障，只好第二天就走了。”王先生遗憾地说。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几处湿地中。一名鸟
友感慨，冬天去孟津看鸟，湿地附近的餐馆都停业了，
吃顿饭得跑很远。“当地部门能否把冬季的湿地候鸟作
为一个新的旅游契机，进行深度开发？”这名鸟友问。

湖南省岳阳市坐拥与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齐名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作
法，或许值得我们思考。

岳阳市每年二三月间都会举办洞庭湖国际观鸟
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7届。每年冬季，成千上万的游
人以及爱鸟人士汇聚岳阳观鸟，岳阳市在打造城市名
片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经济效益。

鸟友“倒退30年”为我们算了一笔账：参加观鸟节
时，每位鸟友在当地的平均滞留时间为2天至3天，吃、
住、行全部花费约在1000元左右。以洛阳境内湿地当
前在鸟友中的影响力，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不可小觑。

他山之石可否借鉴？湿地研究专家认为，我市已
具备了候鸟越冬的湿地条件，但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
解决。比如随着气候变暖，一些原本在长江以南越冬的
候鸟也会留在北方，但北方河流冬季常遇冰封，影响候
鸟觅食，只有保证了充足的食物，才能留住鸟儿。

对此，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
教授张正旺说：“政府相关部门要有意识为候鸟安全过
冬创造条件，在解决越冬候鸟的食物问题上，要保留湿
地原生的水生植物，栽植玉米、小麦等作物为候鸟投
食，给野生动植物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上海鸟友组团到洛阳来看鸟

借鉴他山之石
还需做足自身功课

湿地候鸟
能否带动洛阳冬季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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