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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痴恋鸟为哪般
只因最美大自然

 我和我爱的鸟儿

▲

每年冬天，孟津养鱼大户老罗的鱼塘都要迎来数百只鸟

“只要它们活得好，我们的心也踏实了”

□记者 范瑞 通讯员 王文博

罗文清是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的
养鱼大户，他家200多亩的鱼塘每年
都会吸引数百只鸟儿来觅食。每年，
被鸟儿吃掉的鱼都要超过万斤，但靠
养鱼为生的老罗说：“为了保护咱的
鸟儿，这损失真不算啥！”

老罗的鱼塘是从他父亲手里接下
的，全家人都靠着这个鱼塘生活。20
多年来，从最初的四五十亩到现在的
200多亩，老罗和妻子用勤劳的双手
把鱼塘经营得红红火火，目前鱼的年
产量有十几万斤。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驱车

来到老罗的鱼塘，只见他和妻子正在
烈日下忙活。老罗说，天一热，他的鱼
塘安静了不少，因为鸟儿也怕热，都躲
到附近的林子里去了。

对于鱼塘里的鸟，老罗有着复杂
的感情。由于临近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每年十一过后，一拨又
一拨的鸟飞到老罗的鱼塘来吃鱼。

“总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几乎占满了
整个鱼塘，有白鹭、白鹤、灰鹤、鸬
鹚，还有好多我都叫不上来名字。”
老罗说。

眼看着已经长成的鱼都进了鸟
儿的肚子，最初，老罗很着急，为了
减少损失也曾想尽了办法。“我去关

林批发过鞭炮回来放，还在鱼塘边
放过音响，甚至还在鱼塘里放上了
反光镜。”老罗说，后来妻子的一句
话，让他放弃了驱赶鸟的念头，“她
说：‘鸟儿都把咱鱼塘当成家了，有
鸟儿在，是好事。’”

此后，老罗不赶鸟了。这几年鱼
塘里的鸟自然越来越多，每年冬季最
多时有三四百只。慢慢地，这里还逐
渐成了爱鸟者的乐园，不少鸟类爱好
者都跑来观鸟、拍鸟。

“现在一年最少也要损失七八万
块，但来咱这儿的鸟儿找个栖身之地
不容易，只要它们活得好，我们的心也
踏实了。”老罗说。

雉鸡俗称野鸡。雄鸟羽色华丽，金属绿色的颈部带着白
色“项圈”，尾羽长。雌鸟的羽色相对暗淡，大多为褐色和棕
黄色，尾羽也较短。它们栖息于丘陵、农田、山地等地带。同
其他的鸡一样，它们更喜欢在地上跑。在繁殖期间，雄鸡发
出咯咯的叫声，甚为响亮，叫完后还要扇动几下翅膀，这是在
示威——这里是我的领地。 （记者 杜卿 文/图）

 洛城识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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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说下面这两种鸡，它们和我们印象中的鸡差不多——长长的尾巴，花花的羽毛。

红腹锦鸡又名金鸡。雄鸟头顶金羽冠，身披绿、黄
“铠甲”，羽毛颜色互相衬托，光彩夺目。相比之下，雌
鸟的毛色暗淡了许多。随着我市西南山区植被的恢
复，红腹锦鸡这几年数量剧增，甚至有市民在周山森林
公园和洛浦公园都能遇到它们。对了，红腹锦鸡可是
中国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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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寇玺

明日，我市一年一度的市民观鸟推
广活动又要开始了。

由市林业局、《洛阳晚报》组织的
市民观鸟推广活动已进行到第5年。
往年，参与活动的市民们跟随我们一起
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洛浦公园等地观
察生活在我市的各种鸟。在今年的观
鸟活动前，市林业局的鸟类专家和河南
野鸟会的志愿者们组织了内容丰富的

“湿地大讲堂”，讲述人与湿地以及自然
之间的故事。

湿地为什么是“地球之肾”？湿地里
有哪些鸟？15日、16日9时至11时，“湿
地大讲堂”将在市科技馆（南昌路2号）二
楼科普大讲堂内开讲。参与活动的市民
将获得洛阳鸟类知识折页，幸运的市民还
会获得精美的《洛阳鸟类图册》一书。

□记者 潘立阁

● 洛阳姑娘邢爽
我从小就喜欢鸟儿，上大学时报了

北京林业大学，现在是香港大学生态学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我觉得赏鸟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走
进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比如说，原来我
只在书本里见过啄木鸟，感觉它们离自
己很遥远。上大学后，我用心观察，发现
其实它们就在我们身边。同时，通过观察
鸟儿，我们还能看到环境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并通过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改善它。

● 网友“洛洛秋水”
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有一次和朋友

去三门峡拍天鹅，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打
鸟”。别误会，摄影圈儿里的“打鸟”不是
真打，而是指拍摄这群可爱的精灵。

“打鸟”有着和拍摄其他题材不一
样的乐趣——它需要你有足够的耐
心、敏锐的直觉、扎实的技术。每每捕
捉到那些潇洒飘逸的身影，都会让我
特有成就感。现在咱洛阳的环境越来
越好，市区里也有了很多“打鸟”的好
去处，真不赖！

“湿地大讲堂”
明日在市科技馆开讲

一只青脚鹬（yù）从河中起飞，其优美的身姿令人惊叹 网友“初学者”拍摄于伊滨区

■编者按

随着爱鸟、护鸟意识的增强，我市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将镜头对准了自然界中的鸟
儿。一张张精美的照片，让我们欣赏到了鸟儿在自然界中最真实的一面。

起飞

您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66778866，也可以通过晚报官方
微博、微信与我们交流互动，还可以
将您的想法、建议、故事等整理好后，
发送至邮箱gyz01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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