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记者在枣庄山
亭区城头镇见到了该镇林业
站站长孙言峰。自2006年至
今，孙言峰一直骑摩托车巡查
保护湿地。

在2006年之前，孙言峰脑
袋里尚没有“湿地”的概念。这
一年，他调到镇林业站，因为
爱玩，到塘湾树林中寻找乐
趣，看到里面的鸟类、鱼类十
分丰富，一下子便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有了保护湿地的想法后，
孙言峰每天骑一辆摩托车、一
个人，坚持到湿地巡查一趟，
见到有人放羊、逮鸟、电鱼等
行为，就上前制止。当时，有的
老百姓对湿地不了解，在遭到
孙言峰劝阻后，认为自身利益
被侵犯，伸胳膊挽袖子要打孙
言峰，个别人甚至“磨刀子”进
行恐吓。每逢此时，孙言峰总
是好言相劝，及时做思想工
作。在他的带领下，一支由11

人组成的巡护队每天对湿地
进行不间断、无间隙的巡护。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林业站站长孙言峰：

一辆摩托

巡护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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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走，去湿地公园拍鸟
“最原生态样本”微山湖湿地，成了拍鸟发烧友的天堂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孙言峰在巡查湿地中。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江南太远，我
们去微山湖吧。”对
于坐拥我国北方最
大淡水湖泊——— 南
四湖的微山县来
说，广告牌上极富
意蕴的宣传口号，
正日益变为深入人
心的现实。这不仅
仅因为“微山湖”三
个字，其背后是一
幅包含了12 . 7万公
顷控水面积、203种
鸟类、78种鱼类、74
种水生经济植物的
壮美湿地图景，堪
称我省最原生态、
最具典型性的湿地
样本。

尽管已经被国家林业局批复
为国家试点湿地公园，但除了一条
可供游人进出参观的水泥通道和
几处人工观鸟台，微山县境内的微
山湖湿地核心区最大限度地保持
了原汁原味的湿地风貌，极少见到
人工行为对其刻意改造。

“快看，前面有一只野鸭。”循

着同行的微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的喊声，记者看到一只灰褐色的野
鸭正从芦苇丛中跃出，在游览车前
一边“疾奔”，一边挥舞着翅膀作待
飞状。持续了近1分钟，这位“向导”
才挥动双翼重新进入路边的芦苇
荡，结束“引路之旅”。

“这在湿地里是常有的现象，

时间长了，它们并不怕人。”微山县
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湿地办公室主
任刘书荣说，微山湖境内的湿地经
过退田还湿、退池还湖、清理网箱
等措施，使1 . 2万公顷湖泊湿地恢
复了原生态，经过最新的调查统
计，鸟类已达203种、鱼类78种、水
生经济植物74种。

游湿地，野鸭当“向导”

湿地引来拍鸟发烧友
“现在拍鸟都上瘾了，一有空

就想扛起相机往湿地里跑。”说这
番话的是微山县林业局局长韩汝
爱，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微山县摄影
协会常务副主席。

在韩汝爱提供的拍鸟生涯中最
为得意的作品中，记者看到，一幅幅
鲜活生动的照片上，长有各种颜色
羽毛的湿地鸟类或群起疾飞，或静
立水中，或“拖家带口”，或争抢鱼虾，
湿地的大美本色让人赏心悦目。

“最初拍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想法，就觉得湿地在家门口，那么
广阔的芦苇荡，那么多漂亮的鸟，
自己应该记录一下。”谈及拍鸟的
经历，韩汝爱感触颇深，前些年由
于围湖造田、工业污染以及大面积
网箱养殖，许多湿地特有的水鸟逐
渐消失，“今年拍到了，明年就没
了。”而从2005年开始，随着微山湖
湿地保护工作的提速，湿地的环境
又逐渐好转起来，许多绝迹的鸟又

重新现身，一些之前没见过的外地
候鸟也飞来此地过冬。

“光有热情不行，还得掌握鸟
类的生活习性，找好最佳的拍摄时
间，还要很好地利用背景以展现微
山湖湿地最好的生态。”韩汝爱表
示，为了拍好鸟的一个姿态，他需
要和影友一起划着船，带上长焦镜
头和足够的伪装慢慢接近鸟群，

“为了不惊吓它们，划船时不能使
用船桨，只能用手掌划。”

“湿地迷”渐成气候
随着微山湖湿地的名片越擦

越亮，周边地区出现了大批“湿地
迷”。据韩汝爱介绍，每天一大早就
能看到上百人出现在湖边湿地一
带，有的骑着自行车沿湖锻炼，有
的在湖边的森林中漫步，呼吸着早
上最原生态的空气；有的带着摄影
器材奔赴湿地，抢拍湿地的第一缕
阳光。

据济宁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管理科科长侯瑞环介绍，“十
一五”至今，微山已先后争取多个
国家及省级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总投资1 . 5亿元，完成退耕还湿工
程3000公顷，滨湖堤岸植被恢复
1200公顷，鸟类栖息地恢复4500公
顷，人工种植水生植物4000公顷，
大大改善了微山湖湿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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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湖湿地荷塘魅影。 韩汝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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