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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救助猛禽需
要大家的参与与支持。您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参与和帮
助猛禽救助——

● 不购买、不捕捉、不
饲养猛禽，也不食用任何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

● 不 要 随 意 捡 拾 猛 禽
幼 鸟 ，让 它 的 父 母 继 续 照
顾它；

● 如果发现受伤、生病
的猛禽，请不要自行饲养，尽
快联系专业救助机构（热线
电话：010-62205666）或其他
专业救助机构；

● 积 极 宣 传 鸟 类 保 护
的知识；

● 申请成为志愿者，参
与 猛 禽 的 救 助 及 保 护 宣 教
活动；

● 提 供 各 种 形 式 的
捐助。

2016 年 12 月 16 日，随着空
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拉响，北京
市上下齐动员，全力应对大范围
的雾霾来袭。当人们纷纷“宅”
在家中躲避雾霾时，担任北京生
产、运营一线督查应对措施及落
实情况的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的 队 员 们 ，却 冲 在 一 线 ，督 促
整改。

“红警”期间，总队二科在副
总队长谢志宽和科长王延奎、副
科长郭昊的带领下，面对严峻形
势，转换思路，创新方法，使团队
团结力、凝聚力、执行力进一步
增强。

关键时刻，喊破嗓子，
不如干出样子

一向稳重朴实的副总队长
谢志宽两个月前援藏归来。此
时，他的身体还没完全调整好，

刚毅的脸上略带着浮肿，可他仍
振作精神，白天到郊区巡查“三
烧三尘”，晚上和夜查组队员一
起 检 查 企 业 停 限 产 落 实 情 况 。
寒夜里，冷风一吹，他那条在高
原上摔伤的右腿又开始钻心地
刺疼。身为医生的妻子知道他
的痛苦，不时打电话询问，他总
是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坚持到凌
晨才回办公室，泡一杯热茶，接
着汇总当天的检查情况。

被同事们称为“最美监察科
长”的王延奎，拥有一个令人羡
慕的幸福家庭。平日里，年迈的
父母无微不至地照看着小孙子，
通情达理的妻子操持家务。这
不仅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而且
给了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
他能够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深
深体会到家的重要性，对科里每
个人的家庭情况都心中有数，总
是 想 方 设 法 为 他 们 排 忧 解 难 。
因而，在紧要关头总能恰当地分
配工作任务，让有实际困难的同
志尽量得到照顾，经常主动把最

苦、最累的夜查和周末加班任务
调换给自己。“红警”的几天里，
王延奎举重若轻，带领全科出色
地完成一个又一个监察任务。

环保科班出身的副科长郭
昊年富力强，历经奥运会、APEC
会 议 、阅 兵 保 障 等 重 大 保 障 行
动，经验丰富。近来，他开始注
重执法模式的转变，不再以罚款
多少论英雄，而是关注当前小目
标的实现。因为他敏锐察觉到
环境执法的供给侧和需求方都
在迅速变化，执法开始进入信息
化、精细化阶段。如何带领同事
们快速适应新的执法节奏，是他
现在着重思考的问题。为此，郭
昊一线执法时,带头移动执法，
充分发挥微信圈的交流、传递信
息功能，力求提高执法效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队员们勇挑重担，砥砺前行

每天早晨，二科全体人员齐

聚办公室开 5 分钟碰头会，分解
任务，王延奎总是微笑着询问每
个队员是否有困难，“没有！”一
声声回答掷地有声，每个人都打
起百倍精神，分头行动。

刘保新、张普青、刘健楠三
位都是 85 后，总是争先恐后地
挑重担。对他们来说，在环保应
急常态下，白加黑、5+2、连轴转
的工作模式已是家常便饭。白
天，他们时而奔走在荒郊野外，
亲手灭掉一个个 冒 烟 的 火 点 ，
时 而 钻 进 城 中 村 查 封 冒 黑 烟
的 小 煤 炉 。 夜 晚 ，他 们 到 工 地
查 看 地 面 是 否 苫 盖 和 洒 水 ，侦
查 停 限 产 企 业 是 否 暗 中 生 产
…… 晴 天 一 身 土 ，雨 天 一 身
泥 ，队 员 们 没 有 一 句 怨 言 ，反
而为能降低雾霾中的 PM2.5 尽力
而感到欣慰。回到办公室，一盒
饭、一杯茶、一张简易床，他们觉
得吃得舒心、睡得踏实。临睡之
前，他们还不忘在二科的微信群
里交流执法经验，报个平安，一
点也没有“蓝廋、香菇”。

女队员廉颖“能者多劳”，正
值岁末，她要写本 年 度 全 市 秸
秆 禁 烧 总 结 、督 查 报 告 ，还 要
随 机 检 查 ，但 她 任 劳 任 怨 ，认
真 地 完 成 一 项 又 一 项 任 务 。
驾 车 去 密 云 区 执 行 任 务 ，路 过
老 家 也 没 有 回 去 看 看 体 弱 多
病 的 父 母 和 年 幼 的 女 儿 。 直
到 红 警 结 束 的 那 夜 ，恰 逢 冬 至
日 ，她 才 得 空 去 超 市 买 袋 饺
子 ，赶 了回去。领导的信任、同
事的佩服、父母的支持，激励她
勇往直前。

“干中学”“学中干”，勤
学苦练执法技能蔚然成风

二科的转业军人共有 5 人，
将 近 全 科 人 员 的 一 半 ，且 属 于

“中老年”人群。他们没接受过
相关环境专业学习，可谓“半路

出家”。但是，没有人甘于现状，
而是通过“干中学”来提高自己
的 知 识 ，房 泽 林 就 是 其 中 一 个
典型。

老房刚到执法岗位几个月
里，对环保业务摸不到门道，他
虚心向年轻人请教，边干边学，
空余时间抱着砖头厚的环境监
察手册啃，不到两年就有了华丽
的转身。

如今，他已成为一线执法的
行家里手，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跟老房经历相同的转业军
人在监察总队比比皆是，人们往
往只羡慕他们的成功，有多少人
了 解 他 们 成 功 背 后 的 艰 辛 付
出呢？

最近，老队员刘平开始变低
调了，一向健谈的他在检查企业
时保持沉默，而是 开 始 把 年 轻
人 推 在 前 面 ，自 己 在 旁 边 默 默
观 察 ，从 与 企 业 负 责 人 谈 话 到
写 监 察 意 见 单 ，他 都 让 年 轻 人
主 导 ，只 有 在 发 现 差 错 时 及 时
给 予 提 醒 。 二 十 多 年 的 监 察
生 涯 ，刘 平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执 法
经 验 和 智 慧 。 如 今 ，他 在 有 意
识地培养年轻人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

监察二科是北京市环境监
察总队的缩影，他们为改善首都
的环境质量，保障经济社会的健
康发展而积极努力着。

红色预警就是号令
——记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二科的队员们

◆本报记者王琳琳

如何帮助猛禽

◆刘和旻

最近，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
在某论坛发表《用自然定义自己》
的演讲，讲述自己在自然中获得
的感悟以及自然带来的改变。

近一年来，王石一直积极在
各种场合倡导和推介地产行业
的“ 绿 色 供 应 链 ”体 系 ，希 望 运
用 市 场 的 手 段 ，推 动 房地产业
供应链上游依据绿色标准进行产
品采购。

目前，由中城联盟、万科集团
等数十家中国房地产企业，共同
发起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绿色供
应链行动”已有 71 家企业参与，
年销售总额超过 1万亿。

近年来，企业家王石一直以
挑战极限、攀登高峰的形象深入
人 心 ，他 在 自 然 中 感 悟 到 的 不
仅 是 重 塑 自 我 的 力 量 ，更 有 自
然 的 可 贵 。 也 许 ，每 个 企 业 家
都可以像王石这样运用自己的
影响力，参与到环境保护、气候
变化的议题中来，改变自己，改变
世界。

身为中国把建筑与自然环境
融合做得最好的建筑师，普利兹
克奖得主王澍对当下建筑的思
考 充 满 忧 患 意 识 和 启 迪 意 义 。
他 近 日 在 接 受 南 方 周 末 采访时
提到，“担心再过 50 年，城市里全
是建筑垃圾”。

“ 自 然 建 造 ”是 王 澍 的 价 值
观，也是他的创作理念，讲究建筑
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与自然发生
的生活状态的融合。然而，现在
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和自然建造
背道而驰，格格不入。房地产商
们只是用自然的材料作为装饰、
粉饰，甚至把“自然建造”当成高
端、昂贵的项目来实现。

地 球 资 源 并 不 是 无 穷 无 尽
的。以钢筋混凝土为主的建造技
术，本质上也是廉价、快速的建造
技术。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再过
50 年，是否会面临王澍特别担忧
的问题——全是建筑垃圾，尚未
可知。只是，若真如此，那时人类
面临的代价就不仅仅是拆掉那么
简单了。人类因何而居？到底何
去何从？住所和心灵上的双重荒
芜，或许会更可怕。

创作出《北极村童话》、《额尔
古纳河左岸》的著名作家迟子建，
内心一直是诗意的、自然的。在
她的心中，故乡的自然环境赋予
了她文学世界上的灵感和情感，
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基调，是上
天赋予她的爱人。

迟子建出 生 和 成 长 在 寒 冷
的 黑 龙 江 ，成 年 后 一 直 在 一 个
名叫塔河的县城生活。那里一
年 中 有 半 年 多 是 冬 天 ，苍 凉 和
寒 冷 容 易 让 人 蒙 上 忧 伤 的 底
色，生命总是忍辱负重地活着，
脆弱而又坚强。迟子建在春夏秋
冬的四季分明中，感受到了生命
的快速变幻。

大自然是迟子建生命中很重
要的伙伴，山川河流是她的朋友，
她的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这
些山山水水。心灵和故乡的相互
印照，让迟子建的作品成为很多
人的心灵共鸣，读到了同呼吸共
命运的感觉。

故乡是上天赐予的爱人

迟子建：

担心50年后全是建筑垃圾

王澍：

用自然定义自己

王石：

走近一线■

绿动神州■

声音

带你重回蓝天
——记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康复师戴畅

今 年 28 岁 的 戴 畅 ，做 着 一
份全国仅有十几个人专职从事
的工作。每天上班后，她做的第
一件事是打开笼门查房，查看每
个“病号”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剩
吃的，就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
不过，戴畅每天诊治的对象不是
人类，也不是人们熟悉的动物，
猫或狗，而是并不被公众熟悉的
掠食性鸟类——猛禽。

12 月 17 日，是个周六。戴
畅并没有像大多数上班族那样
正常休息。她早早起床，洗漱出
门，坐地铁再转公交，不到八点，
就到达了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生
物园内的工作场所。

这排占地约为数百平方米
的房子并不起眼，周围甚至有些
荒凉，不留心的话，很少有人能
注意到这里是个工作场所。只
有走到院门附近，才能看见院门
左侧上挂着一块牌子——北京
市猛禽救助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戴畅正是在这里工作，担
任猛禽康复师一职。

铲屎官

很多人对猛禽并不了解，当
然也更不知道受伤的猛禽也是
有专人进行救助的。

在自然界中，猛禽是所有掠
食性鸟类的统称，它们在维持环
境 健 康 、生 态 平 衡 以 及 控 制 鼠
害 、虫 害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由于受到栖息地破坏、野生
动物贸易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
影响，猛禽的生存环境正在面临
日益严峻的挑战。

“所有的猛禽都是国家二级
以上保护动物。”戴畅说。

2001 年，北京师范大学、北
京市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
管理站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合作成立了这家专门救助猛禽
的机构——北京猛禽救助中心，
戴畅先是在这里做志愿者，后来
机缘巧合，正式成为了一名工作
人员。

在中心，她的职位名称叫猛
禽康复师。其工作职能是对每
一只受伤、生病、迷途以及在执
法过程中被罚没的猛禽提供治
疗、护理和康复训练。

不过，戴畅却不常用这个称
呼 自 己 ，她 更 喜 欢 把 自 己 叫 做

“铲屎官”，就像那些爱猫、爱狗
的人一样，她和同事们对待猛禽
就像对待自家的宠物一般疼爱。

早上一上班，戴畅就会提前
把诊疗室的手术台开启加温，一
会儿要用的生理盐水也用加热
装置升温到 40℃。这样，在稍后
进行诊疗时，猛禽就不用躺在冰
冷的手术台上，也不用接触低于
体温的生理盐水了。

猛禽是野生动物，为了尽量
减少他们与人类的接触，戴畅和
她的同事们还自制了套住猛禽
的布袋。整个诊疗过程中，都让
猛禽戴着这些大小不一的布袋，
只露出脚的部分。“猛禽眼前变
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紧张害怕
了。”戴畅说。

161112 是新近送来的一只
红隼。戴畅查房的时候，多留意
了它一些。它正站在房内的栖
息 架 上 ，机 警 地 朝 门 口 的 方 向
盯着。

“你看它这样子，就说明很
紧张。我们一般不 会 让 它 看 见
我 们 。”放 下 遮 挡 门 上 圆 孔 的
圆 片 ，戴 畅 压 低 声 音 说 ，“ 不
过 ，猛 禽 很 警 觉 的 ，你 还 没 来 ，
它 就 知 道 你 在 附 近 了 。”病 历
资 料 显 示 这 只 红 隼 有 被 人 为
饲养的经历，而且被人为剪去了
尾羽和飞羽。

161105 是只灰林鸮，翅膀骨
折了，有人在房山自家的别墅内
发现了它，当时它瑟瑟缩缩地躲
在屋角，一点也飞不起来。中心
接到求助电话后，把它接到了这
里，由于状态不好，这只灰林鸮
一直住在被称为“ICU”的住院
柜里。

采访 这 天 ，这 只 灰 林 鸮 状
态 不 错 ，昨 日 投 喂 的 食 物 被 吃
的 一 干 二 净 。 看 见 人 走 近 ，它
两 只 滴 溜 溜 圆 的 眼 睛 一 动 不
动 地 盯 着 来 者 ，缓 慢 地 一 眨 一
眨 的 ，萌 极 了 。 戴 畅 说 ，“ 你 可
别 被 这 表 象 蒙 蔽 了 ，如 果 再敢
靠近，它就要发动攻击了。威力
很大的！”

救助

在中心，每一只被送来的猛
禽，都像 161112 和 161105 一样，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ID。头两位
数 字 代 表 年 份 ，中 间 两 位 是 月
份 ，后 两 位 是 当 月 送 来 的 第 几
只。每年的 5~7 月份，是中心的

接收旺季，这个时候雏鸟出巢，
会有很多意外致伤，中心最多能
有 五 六 十 只 鸟 。 冬 季 则 相 对
少些。

现在，中心 住 了 大 约 20 多
只 鸟 ，有 一 些 是 红 隼 、雕 鸮 等
留 鸟 ，还 有 一 些 候 鸟 以 及 养 伤
或 等 待 换 羽 的 鸟 。 这 些 猛 禽
病 情 有 轻 有 重 ，个 头 有 大 有
小 ，年 龄 、种 类 也 有 所 不 同 。
不 过 ，原因却不外乎以下几种：
意 外 伤 害 ，比 如 撞 到 了 玻 璃 幕
墙，以及人为伤害。

160648 已经在中心住了 181
天了。这是一只被人遗弃的灰
脸鵟鹰，来的时候，胸口有伤，羽
毛有磨损，右腿有伤，左侧腕关
节有伤。经过康复师们的精心
治 疗 ，它 已 经 恢 复 了 健 康 。 只
是，新羽毛还没长出来，得等到
明年开春换羽后，它的同类大部
队回来了，才能放飞。

160802、160910、161113 是 3
只 同 住 一 间 室 内 笼 舍 的 红 脚
隼。它们也是因为大部队已经
到了非洲，只能等到明年回来再
进行放飞了。其中，两只受到人
为伤害的，羽毛折损很严重，也
得等到明年开春羽毛长出来后，
才能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

戴畅对这些直接受人为伤
害 来 到 中 心 的 病 例 特 别 愤 怒 。
有的饲养人被举报后，才知道自
己 养 的 是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动 物 。
有的饲养人则是知法犯法，通过

各种渠道获得猛禽，将其像“宠
物”一样养在笼子里，当没有精
力照顾了或者是猛禽身体出现
了异常之后，要么故意放飞，要
么遗弃。

这些动物被接到中心时，往
往 身 体 状 况 极 差 ，羽 毛 光 秃 秃
的 ，身 体 上 各 种 擦 伤 ，眼 神 黯
淡。这样的猛禽康复难度很大，
即使身体上的伤治好了，也很难
修复心理创伤。有些猛禽甚至
会出现比较极端的神经质现象，
见到人就像疯了一样在笼舍里
撞来撞去。

还有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
猛禽，即使送到中心来，康复师
们也无能为力了。11 月 6 号，中
心来了一只金雕，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刚接来，戴畅就发现这只
金雕被戴上了脚链，而且患有严
重的脚垫病。这是一种被人为
饲养才会得的疾病，其严重程度
可比拟人类的癌症。“如果严重
程度按 1~10 级来算，这只金雕
已经到了 11 级。”做完 X 光射线
检查，康复师们的愤怒之情无以
言表，这只金雕的体内竟然有一
颗子弹！仅仅一天后，这只金雕
便因伤势过重离开了。

面对人类的残忍，戴畅很是
无奈。很多对猛禽造成伤害的
饲养人都是对猛禽略知一二的，
却由于自己的贪欲，非要占有猛
禽 ，给 它 们 造 成 难 以 磨 灭 的
伤害。

呼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戴畅和
她的 4 名同事，是全国仅有的专
职从事猛禽救助的康复师。直
到近两年，辽宁沈阳和山东莱芜
也成立了猛禽救助中心。

每年，戴畅和她的同事们大
约能救 200 余只猛禽，每只获救
的 猛 禽 都 会 经 历 一 个 救 助 、康
复、评估到最后放飞的过程。每
一步，康复师们都会精心提供治
疗方案，观察方案效果，改进完
善，直到帮助猛禽重新具备在野
外独立生存的能力。

2016 年 10 月，天津、唐山曝
出万米捕鸟网导致数千只野生
候鸟死亡的新闻。戴畅没忍心
把报道看完。

“我们辛辛苦苦一年才能救
200 多只，可是一次盗猎就毁掉
了我们多少年的努力。”戴畅不
愿看这些关于鸟类黑市猛禽交
易的报道，不愿看到鸟儿的生存
环境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日
益侵占。

是内心深处对野生动物的
爱 激 励 着 戴 畅 一 步 步 走 下 去 。
因为喜欢猫狗，上初中时，戴畅
就立下了将来工作要跟动物相
关的志向。为了这个清晰的目
标，并不擅长物理、化学等科目
的她，硬着头皮选择了理科，只
为了将来能学动物医学专业。

现在，这份工作虽然跟猫狗
并 不 相 关 ，但 动 物 之 间 的 相 通
性，以及这份工作本身的简单、
纯粹，都让戴畅对这份工作由衷
地喜爱，也让她见证了很多生命
的奇迹。

10 月的一天，中心接收了一
只瘫痪的雀鹰。刚来的时候，这
只雀鹰无法站立，只能尾部坐在
地 上 。 身 体 检 查 、补 充 体 液 、
ICU 氧仓，一系列的救护措施采
取之后，在康复师们的精心照料
下，没想到，第 5 天，这只雀鹰竟

然颤颤巍巍地“站”
起 来 了 。 第 8 天 ，

能稳稳地站住了。14 天后，
这只雀鹰就回归了蓝天。

有时，也有人质疑，花那么
大力气去救 一 只 鸟 ，到 底 值 不
值 得 。 每 每 这 时 ，戴 畅 就 会 想
起 那 些 救 助 成 功 后 回 归 蓝 天
的 鸟 儿 ，内 心 就 会 豁 然 开 朗 ，
一 切 都 变 得 简 单 快 乐 起 来 。

“这世上有些事，总是要有人去
做的”戴畅说。

不过，戴畅明白，猛禽救助
或 者 说 野 生 动 物 的 救 助 不 是
几 个 志 愿 者 和 几 个 兽 医 就 能
搞 定 的 ，需 要 全 民 参 与 。 只 有
大 家 意 识 都 提 高 了 ，都 知 道 要
保 护 了 ，才 是 野 生 动 物 真正的
福音。

“要靠宣传教育让公众的意
识觉醒，这才是猛禽保护的真正
之道。”戴畅说。冬季的北京，寒
冷却不失生机；中心地处的北师
大生物园，偏僻却被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再过几天，又有几
只鸟儿可以回归蓝天了。戴畅
觉 得 ，这 样 的 快 乐 最 好 源 源
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