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十几年撒谷子喂鸟，看到受伤的鸟就救下来

一群爱鸟人呵护泰山“精灵”
本报记者 王伟强 周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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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摄影让他们走到一起，更由
于痴迷泰山及周边野生鸟类的研究
拍摄。他们用镜头捕捉泰山鸟的影
像，用心关注、用行动保护鸟的安全。
他们是泰安青年摄影家协会的一员，
他们是“爱鸟的泰安人”。

石国祥是泰山鸟的
“老朋友”了，几乎每个
周末都会上山。“鸟儿通
人性，山上的鸟很多，很
多都是“老朋友”，能看
到它们捕食、产卵，觉得
很亲切，有时发现一些以
前没见过的鸟，感觉就像
中大奖一样。我们行内管
这个叫‘发财了’。”石国
祥笑着说，前几天上山，
远远地发现一种羽毛很
漂亮的鸟，他随手拍下
来，竟然是只红耳鹎，这
种鸟在北方很少见，他在
泰山上头一次见到。

每天下班回家，石国
祥都会把谷子撒到屋子
的阳台上，上面还放着一
盆水。“谷子是喂鸟的，
每天早上都有很多鸟来
吃。”石国祥说，他已经
坚持这个习惯十几年，遇
到下雨、雪天时，他会多
撒一些食物。刚开始时只
有二三十只鸟，现在已经

增加到二三百只了。
用镜头记录鸟儿的

影像是石国祥爱鸟的方
式之一。今年 5 月份，他
偶然发现一只棕头鸦雀
在办公室外的花坛内筑
巢安家。这一幕引起他的
注意，要是能拍下鸟儿
筑巢、繁育的全过程，就
能 进 一 步 了 解 鸟 的 习
性，更好地保护它们了。
想到这里，石国祥便在
窗 外 架 起 D V ，没 想 到
整个拍摄过程用了一个
月时间，占用 16 个 G 的
硬盘空间，详细记载着
鸟巢搭建的点滴以及小
鸟出生后每天的成长。

“筑完巢的棕头鸦雀开
始繁育小鸟，当看到小鸟
一个个破壳而出，把我激
动坏了，它们张开嘴抢食
吃的样子特别可爱。”石
国祥说。那段时间，每天
拍摄观察这群小鸟成了
他最大的乐事。

阳台成了鸟儿“食堂”

市民刘兆瑞从去年开始
喜欢上拍鸟。“普通夜鹰在泰
山非常罕见，没想到今年十月
底，我第一次见到普通夜鹰竟
然是在鸟网上。我一眼就认出
苦寻不见的它！按夜鹰习性，
应是昨晚撞到网上的。它闭着
眼睛一动不动，本以为它已经
死了。后来想到夜鹰白天闭目
的习性，便用手碰碰它，它果
然张开嘴巴，还活着。”刘兆瑞
回忆道，怕用刀子割伤着夜
鹰，所以用牙轻轻咬断绳索，

把它放到地上，但是它一动不
动。考虑到将夜鹰带回家不好
养，于是就把它送到虎山公园
动物救助中心。“那几天一有
时间我就会去公园看它，盼着
它能早点好起来，早日回归大
自然。可惜不到一周，夜鹰就
因受伤过重死了。”刘兆瑞无
比可惜地说，要是早点发现的
话，也许就能救活了。要是没
有鸟网的话，它就不会受伤
了。

还有一次刘兆瑞和朋友

去汶河边拍鸟，发现一位放
羊老人手里拿着一只草鹭和
一只夜鹭。原来这两只鸟被
人用猎枪打伤，后被老人捡
到。他们看到这两只鸟后立
即想到一定要救下它们。“还
好那位老大爷比较通情理，
在我们的说服下把鸟儿放
了。由于鸟受伤不严重，对它
们进行简单包扎后当场放掉
了。”看着鸟儿自由飞向天空
的那一刹那，他们心里特别
高兴。

鸟儿撞网上赶快救下来

“现在泰山上的鸟
越来越多，但是很多鸟
因为寻找食物，误打误
撞飞进农户防鸟的铁
网中，卡在网里受伤或
者死掉。为了给泰山鸟
类打造一个更适宜生
存的环境，建议在山上
林木栽种的时候适当
选择一些结果实的树
木，例如柿子树等，能
给鸟类提供更多的果
实。禁止张网捕鸟，严
禁电鱼，汶河流域的鱼
虾是鸟类的主要食物
来源，电鱼也会殃及鸟
类 。积 极 放 置 人 工 鸟
巢，每年开春定期制作
适应各种鸟儿繁殖的
人工鸟巢，放置在合适
的位置。”石国祥说，作
为泰安市民盟委员，他
已经写了一份关于保
护泰山鸟的建议，积极
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
护泰山鸟。

保护泰山鸟

从我做起

放飞被猎枪打伤的草鹭和夜鹭。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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