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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40年前的奇遇

不久前，记者走进洋县县城一个静谧
的花园式小区。现年 84 岁的刘荫增就住
在这里。

“这个小区环境很好，有 20 多种鸟。”
刘荫增带着记者穿过小区里的林荫路，边
走边介绍。

进入家里，客厅茶几和沙发上摆着几
本鸟类学的著作。客厅的一面墙上，一张
朱鹮研讨会的合影映入眼帘。“现在他们
也都老了，当年跟着我保护朱鹮时，还个
个都是壮小伙儿呢。”刘荫增指着照片里
的人说。

照片将刘荫增的思绪引到 1978 年，
他与朱鹮结缘的起点。“我当时突然接到
任务：走访全国，寻找朱鹮。没找到，要向
国际鸟类学界如实说明中国朱鹮已绝迹；
找到了，要研究下一步如何保护。”刘荫增
回忆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找一种濒
临灭绝的鸟，不是大海捞针吗？”

刘荫增自小就对花鸟鱼虫感兴趣，大
学 毕 业 后 他 去 了 中 国 科 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在接到这个任务前，他已从事了五六
年的鸟类野外调查。虽深知困难重重，但
凭借着旺盛的职业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
41 岁的刘荫增带队出发了。根据历史上
朱鹮分布情况，刘荫增在辽宁、山东、陕
西、甘肃等十几个省份展开调查，到处给
群众展示朱鹮的照片，趁放电影时插播朱
鹮的幻灯片，发动群众协助寻找。

“很多人热情地提供信息，一些单位
热心报告情况，可两年多时间过去，没发
现有价值的线索。”他说。

难道朱鹮真的已经绝迹？眼看已到
课题结束的时间节点，刘荫增只能痛苦地
完成报告。但他不甘心就此向世界宣布

“中国朱鹮已经灭绝”。他提出申请，决定
复查几个可能性大的地区。陕西秦岭地
区就是其中一个。历史上，这一带朱鹮
多，且地处偏僻，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自然
环境变化相对小。1981 年 5 月，刘荫增第
三次来到洋县。跟往常一样，他四处奔
波，赶在乡村放电影时，插播朱鹮幻灯片。

一次，在县电影院放完片子后，孤魂
庙村村民何丑蛋找上门：“我见过这种鸟，
不过我们这儿不叫朱鹮，叫红鹤。”

“当时我一点都不惊喜，以往这类报
告，都价值不大。”刘荫增摆出一大堆照

片，让何丑蛋辨认，没想到，他挑的照片非
常精准。刘荫增喜出望外，决定即刻去现
场。果然，在海拔上千米的姚家沟，刘荫
增看到，几只鸟在高大葱郁的青冈树上扑
打翅膀。他拿起望远镜，只见一对成鸟栖
于树上，长喙、红首，羽毛上一抹淡红。巢
里 3 只幼雏嗷嗷待哺，之后又发现另一对
成鸟，一共 7只。

“就是它，是朱鹮！”刘荫增高兴地喊
起来，“3 年的心血没白费，可把你们找到
啦。”

三代牧鹮人的接力

消息一出，传遍世界。但刘荫增的心
情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找到朱鹮了，忧
的是已在灭绝边缘的朱鹮将何去何从？

“要把这 7 只‘宝贝’保护好，绝不能
让它们在中国灭绝。”刘荫增说。在姚家
沟半山腰一棵朱鹮巢树下，刘荫增听着其
中 3 只朱鹮雏鸟清脆的叫声，感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

7 天后，洋县林业局紧急抽调 4 位年
轻人进驻姚家沟，协助刘荫增对朱鹮进行
抢救性保护。其中，27 岁的路宝忠被紧
急抽调，担任领队。

朱鹮金贵，必须保护好。但 4 位年轻
人仍有些摸不着头脑：它们吃啥？住哪？
咋飞？

“边干边学呗。”路宝忠小声念叨，“好
在，有刘荫增老师呢。跟着北京专家学，
强本领嘞。”

对刘荫增，路宝忠打心眼里敬佩：“刘
老师踏遍千山万水，在姚家沟发现朱鹮之
后，一连 3 年，每年都要到洋县，在姚家沟
住上几个月。”

刘荫增和 4 个年轻人采用最“土”但
也最有效的“人随鸟走”保护策略，对朱鹮
进行“一对一”监护。“为了不让朱鹮离开
视线，我们要在 5 平方公里范围内，不断
爬田埂、蹲巢树、翻山丘，忙起来连吃饭睡
觉的时间都没有。”路宝忠回忆。

朱鹮进入繁殖期后，他们在树下以及
与鸟巢平行的地方各搭一个值班棚和一
个观察棚，24 小时守护朱鹮。为了防止
蛇、黄鼠狼等朱鹮天敌上树吞吃卵和幼
雏，他们在树干上抹黄油、安装刀片架、挂
伞形防蛇罩、在树周围撒雄黄……为了让
姚家沟的村民也支持、参与朱鹮保护，他
们积极争取项目，给沟里修小水电站，帮

村民种木耳、板栗，还办了一所小学。村
民的稻田里不再用化肥、农药，朱鹮与人
和谐共生。

到 1984 年，姚家沟朱鹮就地保护工
作日渐成熟，刘荫增从保护一线逐渐退
出，主要做宏观指导和破解技术难题。

回到北京后，刘荫增除了日常工作
外，还担任了几所学校和北京少年宫的科
普辅导员。他将朱鹮的故事讲给热爱科
学的小朋友听，让许多青少年知道了朱
鹮，了解了大量鸟类知识，树立起爱鸟护
鸟意识。

路宝忠等年轻人则在刘荫增的培养
下逐渐成长起来，成了洋县新一代牧鹮
人。

1981 年至 1990 年间，朱鹮在姚家沟
成功繁育 10 窝，产卵 30 枚，出壳 20 只，出
飞幼鸟 19只。

1990 年，25 岁的刘义也加入到朱鹮
野外保护的行列中。他沿用了刘荫增“人
随鸟走”的土办法。两年之后，他又从事
朱鹮人工繁育工作，朱鹮保护开始“两条
腿走路”。1993 年，第一只人工孵化幼鸟
破壳而出；两年后，人工饲养朱鹮首次产
卵……

“刘荫增老师是朱鹮保护的先驱和榜
样，他是干事的人，他的热情和执着也感
染了我。”刘义说。

作为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朱鹮繁育中心饲养部负责人，转眼间，
刘义在朱鹮野外保护和人工繁育领域已
奋战了 31 年，累计繁育朱鹮幼鸟 200 多
只。

从野外朱鹮救护，到人工繁育实验；
从朱鹮环志标识、种群谱系建立，到野化
放飞成功；从核心区域保护，到建立异地
种群……在刘荫增等一代代牧鹮人的努
力下，朱鹮种群复壮速度不断加快。

跨越1000余公里的守护

在位于姚家沟的朱鹮保护站，房间里
还 摆 放 着 放 映 机 、望 远 镜 、照 相 机 等 设
备。这些日渐蒙尘的物件儿默默讲述着
刘荫增保护朱鹮的诸多细节。

2010 年 8 月，已经 73 岁的刘荫增又
一次从北京跨越 1000 余公里，踏上洋县
的土地。他顾不得休息，把当年发现朱鹮
的地方又走了一遍。“这里就是我的第二
故乡，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他说。

退休之后，只要洋县有重要的朱鹮保
护论坛和公益活动，他就会克服种种困
难，回到洋县。

2011 年 5 月 23 日，在洋县举行的朱
鹮保护 30 周年研讨会上，刘荫增认真听
取了中外专家学者的意见，感慨万千。当
年 5 个人费尽心力保护 7 只鸟，已经发展
到了 1600 多只。情之所至，他唱起了自
己创作的《牧鸟谣》：“一别红鹤二十载，梦
里洋州作故乡。”同时，他在现场再续新
篇：“扬州古塔迎旧客，牧鸟之人赋新篇。
红鹤飞来当空舞，感君呵护三十年……”

2018 年 ，他 下 定 决 心 ，来 到 洋 县 定
居，回到他热爱和守护了半生的朱鹮身
边。洋县当地政府也授予刘荫增“荣誉市
民”称号。

“从我家出发，走 20 分钟就有水田。
如果想朱鹮了，出门转一圈就能看见它
们。”刘荫增说。

定居洋县后，刘荫增时不时到刘义那
里，了解朱鹮繁育的种种细节。看到朱鹮
种群一年年壮大，他十分开心。路宝忠也
是刘荫增在洋县的密友。当年还是小伙
儿的路宝忠，如今已从陕西汉中朱鹮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
休。闲暇之余，他俩畅聊朱鹮保护的各种
故事，时间也似乎不再流逝。

今年是朱鹮发现 40 周年，朱鹮种群
从曾经的 7 只增长到 7000 余只，朱鹮也已
飞出秦岭，飞向全国，飞向东亚。作为朱
鹮发现者，刘荫增也在思考朱鹮种群的未
来。他认为，除了种群数量外，还应该持
续关注朱鹮种群的动态和结构，关注和弘
扬朱鹮文化。

“朱鹮美丽又有灵性，是一种需要和
人接触的特殊鸟类，对朱鹮的保护应提升
到文化、历史的认知上来，让公众能更主
动地做朱鹮的守护者。”

这一生，刘荫增看过许多美丽的鸟，
但与他最有缘的，还是朱鹮。

◆本报见习记者李欣

公益项目如何与技术升级、行业
规范制定相结合？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昕诺飞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自 2018 年启动
“绿色点亮未来”太 阳 能 路 灯 援 助 项
目 ，在 新 疆 、湖 南 等 地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 4 年 间 ，一 盏 盏 太 阳 能 路 灯
点 亮 乡 村 的 黑 夜 ，同 时 也 为 农 村 地
区安装太阳能路灯适用标准进行试
点。

几年前，项目工作人员翻山越岭，
为新疆喀什叶城县柯克亚乡喀拉尤勒
滚村点亮一盏盏太阳能路灯。“用跋山
涉川形容真的一点不夸张，我们下了
飞机，再搭汽车到县城，然后又坐了 1

小时摩托车，才抵达村里。”昕诺飞公
司大中华区副总裁杨丽莉说。

前期现 场 调 研 、挑 选 项 目 实 施
地 、与 当 地 政 府 沟 通 、现 场 安 装 调
试 ，每 次安装，工作人员最少踩点 3
次。但他们的努力，换来了村民的认
可与肯定。

“这个公益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
不是简单地捐助了之，而是保证太阳
能路灯照明持久且安全，真正让当地
百姓长期享受到这份爱心。”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振刚对记者
说。

因此，这批太阳能路灯还有一些
个性化设计。路灯离村民房屋的距
离，如果太远达不到照明目的，太近又
会影响村民的正常休息；太阳能电池

埋在地下的深度，如果太浅会影响安
全，太深则会增加成本。这一系列问
题都被考虑在内，并根据当地村民的
实际需求“量身定制”。

同时，项目选点在新疆偏远的乡
村，及阴雨连绵的湖南乡村。

事实上，气温过低会影响电池的
使用寿命、光照不足会降低太阳能板
收集效率、地形复杂还会增大灯杆安
装的施工难度。

那么，为什么挑选项目实施难度
大的地方做试点？

原来，目前农村太阳能路灯市场
良 莠 不 齐 ，也 未 建 立 相 关 的 技 术 标
准。一些农村地区，安装太阳能路灯
仍参照城市路灯标准，但农村有其自
身特点，如果依据城市标准建造，显然

是不切合实际的。
因此，为积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通过试点太阳能
路灯公益项目，助力形成适用于全国
的农村太阳能路灯行业标准。一方
面，路灯要适应极端气候条件，另一方
面，要考虑减少路灯对农村环境的影
响，例如，使用低碳清洁能源，安装节
能环保电池，尽量避免二次污染等。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此项目作为
《农村地区太阳能 LED 路灯系统应用
指南（征求意见稿）》首个试点验证项
目，目前已成功完成验收。

王振刚说：“我们不只满足于公
益项目落地，助力乡村振兴，更希望
推 动 行 业 的 有 序 发 展 ，助 力 政 策 产
出。”

本报讯“这种筷子的主要成
分是面粉、黄油、冰塘、牛奶和水，
保 质 期 长 达 10 个 月 ，能 直 接 食
用。”近日，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绿色生活体验馆，工作人员刘
女士现场介绍，这种筷子如果用
后被丢弃，也能快速降解。

据了解，这个体验馆主要开
展涉及衣、食、住、行、用、教、游、
养等八方面绿色生活体验服务，
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绿色生活教育
实践空间。

记者在现场看到，体验馆通
过图文展示和实物体验等方式，
引导公众树立健康的绿色生活
观，为群众提供绿色生活服务。
其中展示的环保 PP 草编织面料，
材料可循环利用，无毒无味；环保

泡沫材料制成的桌椅只有数十克
到数百克，却经久耐用，能承受数
百公斤重的压力；环保房屋则是
一座“会呼吸的房子”，其主要建
材禾香板，用稻草、麦草等农作物
秸秆及树枝条制作而成。

在这个绿色生活体验馆中，
市民骑上特制的自行车，减少的
碳排放等各种数据便跃然屏上，
通过折算，“少开几天车等于多栽
一棵树”的答案一目了然，参观者
能切身感受到低碳出行的意义；
小朋友们可通过玩触屏游戏等，
寓教于乐，体验垃圾分类过程；市
民还可将果皮等餐厨垃圾放进微
生物降解机，数天后变成有机肥，
从中了解环保科技的强大魅力。

叶相成

十堰建成绿色生活体验馆
涉及衣食住行等八方面体验服务

本报讯 吉林省“生态环境小
博士”活动路演及启动仪式，日前
在白山市抚松县举办。活动为期
6 个月，将组织省内知名高校教
师 指 导 中 小 学“ 生 态 环 境 小 博
士”，通过线上课堂和线下教学，
开展生态环境课题研究。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参与
项目活动的 6 所中小学校，提供
了观鸟望远镜、手持空气和噪声
监测仪等设备以及环保书籍。

吉林大学房春生教授、东北
师范大学姜海波老师分别围绕大
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室内空气甲
醛测定等主题进行宣讲。姜海波
老师还向学生们作了一场湿地鸟
类生物多样性科普讲座。绿头
鸭、灰雁、东方白鹤……种类繁多
的水鸟通过图片展现在同学面
前。姜海波还讲授了观鸟望远镜
使用方法，并指导同学们用样点
法、样线法开展鸟类调查记录，引

起大家浓厚的兴趣与关注。与会
的老师同学反响热烈，对观鸟活动
与保护水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悉，“生态环境小博士”活
动期间，中小学生将接受由多名
高校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团队指
导，在大气监测、噪声监测、室内
污染监测及鸟类生物多样性监测
4 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专家团
队将持续深入各学校，对学生进
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力求
切实提高参与学生的生态环境知
识水平、操作能力与生态环境意
识。

“此次活动是宣教形式的创
新，充分发挥了环境科学研究的
先导作用和环境教育的基础作
用，增强中小学生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力求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
生态环境教育品牌。”省环保宣传
中心副主任王晓君说。

赵楠 霍晓

高校专家团队牵手中小学生

吉林启动“生态环境小博士”活动

公益公益++技术技术，，太阳能路灯照亮乡村太阳能路灯照亮乡村

八旬弹指间 半生护朱鹮

20 世
纪 80 年代，刘
荫增（中）为保
护站工作人员
讲授朱鹮环志
方法和技术要
点。

◆王姿颐 张跃明 苏湘栋 江倩

河北省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与中小学校密切联系，通过课堂宣讲、
绿色学校创建、参观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单位等，常态化开展生态文明知
识宣传教育。图为在赵县环境监控中心，学生们仔细观察监测仪器，了
解样品实验分析和污染物浓度测定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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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荫增老了。
他离开生活了 80 年的北

京，搬到秦岭南麓的陕西汉中
洋县居住。

40 年 前 ，在 洋 县 姚 家 沟 ，
刘荫增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 7
只野生朱鹮。朱鹮保护事业由
此起步，刘荫增的后半生也与
朱鹮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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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本报讯 浙江省龙泉市住龙
镇近年来依托森林资源、生态环
境、旅游资源等优势，重点发展森
林休闲养生新兴绿色产业，以浙
西南革命精神为引领，以生态休
闲养生为特色，创新“红绿”融合
发展模式，努力探索红色资源价
值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化之路。

住龙镇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
“1+3+6”基地模式，力争将其打
造成为生物多样性体验地。“1”是
指生物多样性综合展馆。展馆立
足全面呈现全镇域生物多样性调
查成果，分为中大型哺乳动物类、
鸟类、两栖爬行类等六大板块，是
基地的主窗口。“3”是构建三大特
色应用场景，即科学研究站点、户
外体验线路和生物经济业态孵
化。“6”是指逐步创建和完善覆盖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
成人等六大年龄段的研学课程体
系，使其成为推动生物多样性知

识普及和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
据悉，2019 年 7 月-2020 年 9

月，住龙镇在全市率先启动全镇
域范围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项
目。完成了对陆生维管束植物

（蕨 类 植 物 、裸 子 植 物 、被 子 植
物）、陆生脊椎动物（两栖动物、爬
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陆生昆
虫（蝴蝶和其他昆虫）、水生生物
多样性的系统调查，共调查记录
住龙镇生物物种 1282 种（变种），
隶属于 329 科，生物多样性物种
图像超过 1 万张，初步摸清了住
龙镇生物多样性资源家底。

住 龙 镇 在 充 分 发 掘 生 物 资
源、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研究探索
融合保护与利用的新发展模式，
并争取到“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
绿色发展模式研究”试点项目落
户住龙，让住龙的“绿水青山”真
正转化成“金山银山”。

周兆木 连海树杨善玲

发掘生物资源 增添发展动能

浙江住龙镇建设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