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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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好装备 文明观鸟

“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这首《鸿雁》红遍大江南北，可您知道它的样子吗？

 我和我爱的鸟儿

▲

 爱鸟声音
▲

□记者 潘立阁

近日，市民们就如何爱
鸟展开了讨论。相关专家表
示，观鸟、拍摄鸟时一定不要
打扰鸟儿；遇到受伤的鸟儿
要及时拨打110求助；不要
轻易给野鸟喂食。遵守这三
条原则，您基本就能做到文
明观鸟了。启程观鸟前，有
哪些装备是必不可少的呢？

爱鸟人士邢爽：首先要
有一个望远镜，单筒、双筒都
行；其次要穿和周围环境颜

色相近的衣服；最后，衣裤最
好都是长款的，以免被植物
划伤身体。

摄影爱好者肯定会携带
“长枪短炮”，普通鸟友可选
择便携式长焦相机。

同时，水，干粮，防晒、
防雨、保暖用品也要视情况
携带，拿好手机或对讲机，
保证其电量充足，以便和同
伴保持联系。此外，我推荐
大家携带一本《中国鸟类野
外手册》之类的图书，方便
识鸟。

市民观鸟热情高

昨日上午9时，市民观鸟活动在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的野趣
水景园内进行。活动刚开始，就有近百名市民在林业局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下用单筒望远镜观鸟。一些小朋友还得到
了徽章、钥匙链等小礼物。 记者 杜卿 摄影报道

鸿雁为大型雁，头顶和后颈为黑色，前
颈为白色，黑白两色分明。鸿雁在西伯利亚
和中国东北繁殖，主要在长江流域越冬。冬
天，洛阳黄河湿地偶有鸿雁来越冬，它们往
往和豆雁混在一起。

豆雁是黄河湿地越冬雁群的主力
军，其外表是灰色的，黑色的嘴上带些橘
黄色，个头小于鸿雁。豆雁平时在河中
休息，觅食时则会到河边吃水生植物或
到麦田吃些麦苗。

记者 杜卿 文/图

■ 鸿雁

■ 豆雁

这些年，网友“大大熊”一家的足迹遍及全国多地的观鸟点，
但他们最爱的还是家门口的那片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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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瑞/文 杜卿/图

鸟儿对于网友“大大熊”
一家来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2010年，在一次偶
然的情况下，“大大熊”和河南
野鸟会的鸟友们在洛浦公园
里结识。自那之后，他和妻
子，还有8岁的女儿“小小熊”
一起走进了鸟儿的世界。

“大大熊”的家在高新区，紧
挨着洛河的一片湿地，这让他们
一家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鸟儿。

“我们平时喜欢到湿地附
近散步，常看到鸟儿在河中心
的小岛上飞来飞去，但当时并
没有太在意。”“大大熊”说，直
到2010年，他们一家人在鸟
友的望远镜里第一次近距离
看到在天上飞翔的鸟儿时，才
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美景。

和鸟儿第一次“亲密接
触”后，“大大熊”购买了许多
鸟类图鉴，他和妻子、女儿一
起认识鸟的品种，学习如何观
鸟。在短短几年里，“小小熊”
已经能认出上百种鸟。

“女儿不光会认鸟，还把
我们的观鸟经历写进作文里，
就连老师和同学也觉得‘大开
眼界’。”“大大熊”说。

几年来，从市区周边到遥

远的青海湖，“大大熊”一家的
足迹遍及全国多地的观鸟
点。在出去旅游前，他们总会
考虑能不能观鸟，“这几年，每
年为了追鸟，我们要行驶
2000多公里”。

走了这么多地方，但最令
“大大熊”一家骄傲的“观鸟课

堂”还是家门口的那片湿地。
“大大熊”说：“我曾带外

地的朋友到洛河边观鸟，他们
都很羡慕我们，没想到市区还
有这么好的观鸟点。现在虽
然孩子学业繁忙，但我们一家
每周还是会抽出时间，到湿地
观鸟、作记录。”

爱鸟追鸟 全家齐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