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报融媒记者 郭学锋 通
讯员 郭准 马朝红 文/图

冬日的孟津黄河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碧水澄澈，

水鸟翔集。昨日，记者从黄

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

津管理中心获悉，近日，保护

区科研人员监测到71只“鸟

中大熊猫”——黑鹳，为近年

来同期数量最多的一次，十

分罕见。

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

科研室主任郭准介绍，黑鹳

属鹳形目鹳科，全世界仅存

3000只左右，其体型高大、

体态优美，在群鸟中站立犹

如“ 鹤 立鸡群 ”，十分醒

目。据专家推断，黑鹳很可

能是从西伯利亚、蒙古高原

等地迁徙到孟津黄河湿地

越冬的。

通过保护区科研人员提

供的观测视频，记者看到，在

湿地一处角落，黑鹳和白琵

鹭、大白鹭、苍鹭等混群，时

而悠闲散步，时而低头理羽，

尽情地享受冬日的美好时

光，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如图）

郭准介绍，近年来，随着

孟津黄河湿地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

孟津黄河湿地已成为鸟类的

乐园和重要栖息地。黑鹳来

了，大鸨、小天鹅来了，白鹭、

夜鹭、鸬鹚也来了……在郭

准看来，鸟儿诗意栖居，就是

黄河生命力的最好体现。

冬至已过，前来孟津黄

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

冬的候鸟数量急剧攀升，此

时正是观鸟的好时机。记者

联合黄河湿地孟津管理中心

科研人员梳理出9个不同种

类鸟类的最佳观鸟点位，也

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文明观

鸟，不要惊扰候鸟。

点位一：小浪底大坝下游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洛

阳至济源公路桥

鸟种：鸳鸯、凤头潜鸭、冠鱼狗、

白骨顶、普通鸬鹚、红尾水鸲等

点位二：宁嘴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宁

嘴村北，路边有停车场地

鸟种：白琵鹭、大天鹅、豆雁、红

头潜鸭、绿翅鸭、普通鸬鹚等

点位三：西霞院水库下游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西

霞院水库下游

鸟种：白琵鹭、斑头秋沙鸭、红

胸秋沙鸭、赤嘴潜鸭、鹊鸭等

点位四：白鹤镇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白

鹤码头，往东行约1公里处

鸟种：红嘴鸥、西伯利亚银鸥、

针尾鸭、罗纹鸭、豆雁等

点位五：铁谢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铁

谢村北

鸟种：斑头秋沙鸭、鹗、赤膀鸭、

赤颈鸭、赤麻鸭等

点位六：会盟镇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黄

河桥（208国道）下停车场

鸟种：大天鹅、白额雁、豆雁、绿

头鸭、赤麻鸭等

点位七：老城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老

城村北部

鸟种：赤嘴潜鸭、西伯利亚银鸥、

赤颈鸭、针尾鸭、豆雁、翘鼻麻鸭等

点位八：李庄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到达老

城村北部

鸟种：黑鹳、白琵鹭、绿头鸭、赤

麻鸭、苍鹭、大白鹭等

点位九：小集北
路线：沿黄河生态廊道，看到保

护区标志石，向北行观察左右沿线

鸟种：黑鹳、白琵鹭、红隼、白尾

鹞、短耳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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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黄河湿地9个最佳观鸟点位发布
科研人员近日监测到71只黑鹳，为近年来同期数量最多的一次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冬天，北方寒冷，南方温暖。

不少北方的老人会选择到南方过

冬，他们被称为“候鸟老人”。年

逾七旬的市民杨林（化名）就是一

位“候鸟老人”，他与老伴儿目前

在海南。为何选择到南方过冬？

出发前需要准备啥？日前，记者

对杨林进行了采访。

洒脱一回
老两口到南方过冬

13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以下简称陵水）一座公寓式

酒店内，已经日上三竿，杨林与老

伴儿才起床，推开窗户，温润的海

风扑面而来，不远处是一望无际

的大海。“当地气温在23℃左右，

不冷不热，很舒服。”杨林说。

杨林与老伴儿到南方过冬，

是从去年开始的。杨林说，他和

老伴儿早就有到南方过冬的打

算，一直没有成行，原因是前些年

家里事情多，他们抽不开身。

“人上了年纪，活力不如年轻

人，到了冬天尤其怕冷。”杨林坦

言，虽然他家有暖气，但走到屋外

还是冷的。杨林身边的朋友中就

有“候鸟老人”，最近几年会到海南

过冬。“人家活得洒脱，我也决定洒

脱一回，到南方过冬。”杨林说。

“以前我去过三亚、海口旅

游，但时间很短。”杨林说，到海南

过冬，具体选哪座城市、住在哪

里，他拿不准，于是就向有经验的

朋友请教。

在朋友推荐下，杨林知道了

陵水。杨林说，陵水离三亚比较

近，环境不错，物价没有三亚那么

高，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十分适合

旅居、养老。

去年，11月初，杨林在网上

预订了一套公寓式酒店；12月

初，与老伴儿到达陵水。酒店离

海边只有一两百米远，几分钟就

能走到。他和老伴儿第一次外出

过冬，充满兴奋与好奇，被蓝天白

云、椰风海韵所吸引。他们每天

以玩乐为主，五指山、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等景点转了个遍。杨林和

老伴儿在当地住了一个半月，思

乡情切，最后回到老家过年。

打算到南方过冬
应做好攻略

“今年春节我们不回家了，就

在当地过年。”杨林说，他和老伴

儿11月中旬就出发了，先到了广

东汕尾。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

汕尾，说这里环境优美，各方面条

件不错，加上之前看报道说到海

南旅游、过冬的人太多，于是他决

定今年去汕尾过冬。

然而，他们在汕尾住了半个

月后决定离开。“汕尾的风景确实

没说的，但游客不多，显得有些冷

清。”杨林说，他住的酒店附近商

场、超市少，购买生活用品不方

便，最终决定还去陵水。

再次来到陵水，杨林与老伴

儿有所改变，很少再跑很远去景区

景点玩，主要在酒店周边活动。他

们没有计划，每天睡到自然醒；常

到菜市场买菜，自己做着吃。

白天，杨林看书、写作，老伴

儿画画。傍晚，他们到海边散步，

吹海风，看夕阳。看到有唱歌、跳

舞的，他们会加入其中热闹热

闹。回到酒店，他们会与家人视

频聊天。“我们在这里过得随性而

散漫，这正是我们理想的生活状

态。”杨林说，他与老伴儿身心愉

悦，精神状态更好了。

杨林建议，到南方过冬，先要

做好攻略，选择去哪个地方，就要

了解当地的天气、物价、住宿、交

通条件等；如果打算住酒店，最好

提前一两个月预订，酒店价格应

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内；除了准

备换洗的衣物，还要带上常用的

药物；如果在当地住的时间较长，

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带上所需用

品，用以打发时间；到了地方后应

熟悉周边环境，了解最近的医院

位置等。

“现在有不少旅居养老平台

很方便，我就是在这些平台上查

信息、订酒店的。”杨林说，老年人

最好会操作智能手机，这样无论

是在当地玩还是吃饭购物等，会

方便很多。

洒脱一回
“候鸟老人”到南方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