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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红框内是两个捕鸟网交织区域，有网杆和网绳

暗访结束后，郑师傅说，他打小生活
在周山森林公园附近的村子里，院子周围
尽是树林。小时候，一到春秋季节，他每
天清晨都能在屋里听见各种鸟叽叽喳喳
的叫声，悦耳动听。然而，近些年，他发现
再想听到鸟叫声有些难了，其中原因很
多，不法“鸟友”们成群结队大肆捕鸟是不
可忽视的原因。

5月2日，记者在老城区一花鸟市场了
解到，每逢周末，该鸟市就格外热闹，卖鸟、
买鸟者齐聚于此。这里出售画眉、蜡嘴、八
哥、绣眼等，价格根据鸟的品种和品相，在
一二十元至上千元不等。“这些在售的鸟基

本上是外地的，品相比较一般，卖鸟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真正喜欢养鸟的人是不忍
心捕猎和售卖的。”在鸟市上，一名资深“鸟
友”向记者透露。

“养鸟本没错，但大量捕鸟谋取私利就
不行，从道德上说，他们干的是‘断子绝孙’
的活儿，从法律上讲，他们显然是违法的。”
郑师傅说，他迫切希望森林公安部门尽快
介入，让非法捕鸟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5月3日，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市森林
公安局。该局相关负责人称，他们对非法
捕鸟行为一向持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出必
依法进行严厉打击。

有人在林里架起尼龙网，大肆捕鸟谋利，记者对此暗访，一条非法捕、贩鸟的
利益链逐渐现出原形——

候鸟北归时，林里来了不少“鸟友”
嘴上说要养鸟，手里攥着捕鸟网
有人很得意：一天能抓二百多只；森林公安：对非法捕鸟零容忍，严惩不贷

□记者 张庆旭 文/图

眼下正是候鸟北归时节，有“鸟友”
以养鸟为名，在我市一些隐蔽的山沟、树
林里架起尼龙网大肆非法捕鸟，谋取不
法利益。连日来，记者对此情况进行了
实地暗访，从不法“鸟友”捕鸟现场到贩
卖终端，非法捕鸟内幕被一层层剥开。

“向你们报料有人架网捕鸟这
件事，是我纠结了几个月才做出的
决定。”4月27日上午，60多岁的郑
师傅和记者说，他家住周山森林公
园附近，年轻时走南闯北，近年身体
变差后，便遵循儿女意见赋闲在
家。正因此，他得以有机会接触这
群持续多年的捕鸟人。

郑师傅说，这些捕鸟人自称
“鸟友”，对捕鸟、遛鸟颇有研究，与
他们熟悉后，他也逐渐有了养鸟的
兴趣。2015年年初，他一直到老
城区的花鸟市场买鸟养，可将鸟买
回家后总是喂不活，让他很是纳
闷。后来，身边的捕鸟人告诉他，
他们捕鸟主要是为了卖钱，在喂养
上一般较粗糙，因此难成活，“只有
自己逮鸟，才能养住好鸟”。

郑师傅对捕鸟本不感兴趣，可
为了养到好鸟就开始跟对方学捕
鸟。他买来尼龙材质的捕鸟网，像
那些捕鸟人一样跑到山沟的林子
里将网架起来，不过始终不见收
获，后来，他才知道，捕鸟也是有很
多技巧的。“候鸟都在春、秋季节迁
徙，这是捕鸟的好时候，赶上集中
迁徙期，一个网一天就能逮一二百
只，鸟笼多得都得用车拉，一年下
来纯赚几千块钱。”郑师傅说，当看
到成群候鸟被引诱上网时，他感到
既心疼又愤怒。

“这两年，一到捕鸟时候，我就
劝他们别逮了，他们说即使他们不
逮，也总有其他人逮。”郑师傅说，今
年捕鸟季，他决定不再袖手旁观，要
行动起来制止这一不法行为。

他曝光身边的捕鸟行为

郑师傅说，这群捕鸟人的捕
鸟地点非常隐蔽，若没和他们打
过交道，一般很难找到。当日上
午，记者在郑师傅带领下一路上
坡穿过周山森林公园，寻找尼龙
捕鸟网。

在周山森林公园西北方的一
片树林里，郑师傅停下脚步，指着
地势低于公园并有一路之隔的一
片枣林说：“看见没有，那片枣林里
就架着鸟网，白色反光的是网绳和
架网的杆子。”就在记者因未看到
而感到疑惑时，郑师傅说：“这很正
常，你们没捕过鸟，就是老远看见
了可能也不知道那是啥。”

随后，记者与郑师傅走小路穿
过周山森林公园，来到孙辛路西侧
的一个村庄，这里有条通往那片枣
林的羊肠小道，小道的尽头是一个
家族宗亲文化园。

见到记者，一名70岁左右的
看园人立即警惕起来，询问记者的
身份和到访事由。记者以探访文
化园为由搪塞，他这才放松了些，

直言文化园不对外开放，让记者掉
头回去，而后，他下坡向枣林走去。

在该文化园里，记者发现不
少鸟困在鸟笼里。十多分钟后，
见看园人离开枣林，记者前往这
片枣林一探究竟。途中，记者碰
见一名50岁上下的男子，他说一
口东北话，手里攥着两只刚捕的
鸟。记者后来得知其姓高，是附
近工厂的一名工人，他捕到的两
只鸟为蜡嘴鸟。

在枣林里，记者看到两个尼龙
捕鸟网，它们一横一纵放置，高约
5米，长约20米，网眼很密。鸟网
周围的树上挂着两个鸟笼和一个
播放器，鸟笼里的鸟品种不同，播
放器不停播放着鸟叫声，这是“鸟
友”们俗称的“诱子”。

可能是发现了记者拍照，看园
人和老高一同慌忙赶来收网，并反
复称捕鸟只是玩一玩，不图赚钱。
记者离开时发现，该文化园北侧一
个设有电视塔的院子里，同样架着
一个尼龙捕鸟网。

记者实地探访捕鸟现场

郑师傅说，看园人和老高捕鸟地点在
土桥沟一带，在距离土桥沟不远的五龙
沟，同样设有捕鸟网。

随后，记者随郑师傅往五龙沟奔去，
途经道路曲折狭窄，一路人影难觅。在
一个通往一片果林的小路路口，郑师傅
停了下来，称这片果林里就有两个尼龙
捕鸟网。

果林地势稍高，周围布满荆棘。记
者独自前往果林看到了两个捕鸟网，其
周围同样挂着鸟笼和播放器。在一片
果林下面，记者见到了 70 多岁的“鸟
友”老张，他家住涧西七里河，是名退休
工人，当日清晨6点即骑着摩托来这里
捕鸟。记者与其攀谈，老张透露了不少
捕鸟内幕。

老张说，眼下正值鸟群迁徙过境之
际，可因南方持续阴雨天气，候鸟迁徙日
期推迟，真正过境洛阳还需等上几天。因
此，他们现在一天只能捕几只、十几只鸟，
待到了“旺季”，一天捕上一二百只不成问

题，那时就需至少俩人配合。
他说，他们所捕捉的鸟品种一般有绣

眼、八哥、蜡嘴等，捕鸟地点除市区部分山
沟、森林公园外，邙山、龙门山、龙潭大峡谷
和小浪底森林公园等处也有涉及，每年捕
鸟时间一般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秋
天时间更长，一般集中在9月20日至10月
20日，这也是捕鸟“旺季”。

另外，捕鸟人多为已退休或即将退休
的中老年人，个别年轻人为逐利也会参
与，市区较为活跃的“鸟友”有二三百人，
他们常三五成群，在每天早上六七点便架
起网捕鸟。

对于卖鸟赚钱一事，老张说，他们捕
鸟虽为养鸟，但也要通过卖鸟将喂食钱、
油钱和其他花销捞回来，“鸟逮得多了，
就给自己留下几只好鸟，其他的都拿到
市区一些花鸟市场上卖”。老张向记者
展示了他当日的“战利品”——七八只绣
眼，并感叹收获不大，只盼鸟群过境那天
早日到来。

老“鸟友”道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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