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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湿地上有一群义务护鸟的人们

最最高高兴兴见见大大雁雁天天鹅鹅头头顶顶飞飞过过

一本鸟类书籍传承两代巡逻队

沾化县造纸原料厂
就在这片芦苇地里，厂里
的职工们每年都在芦苇
种植和收割中忙碌着，而
在忙碌之余保护这里的
野生动物也成了他们的
主要工作之一。已经退休
的老职工王义仁是当年
最早的巡逻队员之一，他
已经在苇场里巡逻了四
十多年，他曾多方托人寻
找，得到了一本厚厚的介
绍鸟类的书，结合书上介
绍的知识，在巡逻时他会
特别留心在这里“留宿”
的野生鸟类。“这些年在
这里出现的野生动物，至
少有六十多种，但是我觉
得还会多，这片地方很适
合它们生存。”王义仁这
样告诉记者，现在老了腿
脚不方便，不能像以前那
样经常出去看大雁迁徙
了，“以前离天鹅最近的

时候才四十米。”
王义仁刚退休时并

没有闲下来，因为滨州边
防支队海防边防派出所
的官兵经常来帮助苇场
巡逻护鸟，王义仁便拿着
那本厚厚的书教战士们
识别鸟类，告诉他们这里
常见的鸟类和其它野生
动 物 ，以 及 生 活 习 性 ，

“战士们很多是第一次见
这么多的鸟，都不认识，
教给他们以后巡逻保护
起来就清楚多了！”据了
解，当年苇场的巡逻队只
有四五个人，每天负责8
万亩苇场的保护工作。王
义仁表示，每次全部巡逻
完需要好几个小时。

现在苇场的巡逻队
已经增加到了十五人，王
义仁老人的那本介绍鸟
类的书也交到了现在苇
场巡逻队长的手中。

骑摩托仨小时巡逻一遍

现在已经十月初，迁
徙的大雁就要开始往南
飞，部分过冬鸟类也会来
到这片湿地上，苇场巡逻
队员的任务也将加重，海
防边防派出所也派几名官
兵住到苇场里和他们一起
巡逻。据了解，今年三月份
派出所的战士们就抓到几
个偷猎的人，偷猎者把四
十多米长的细网栓在两根
木棍上，野鸡野鸟在这里
飞过时撞在网上就下不来
了，而且越缠越紧。“当时
我们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只
被缠住的野鸡，把这只受
伤的野鸡救下来放在我们
所里养了两天，那几名偷
猎者被批评教育了。”海防
边防派出所官兵表示，现
在巡逻紧了，偷猎的也比
以前少了。

苇场负责人王新良
介绍，前年巡逻队在巡逻

时碰到一只被打伤了翅
膀和腿的丹顶鹤，当时救
回厂里简单包扎了一下，
第二天送到了县林业局
里，“这种情况我们遇到
了大概四次吧，有的把伤
养好了就放了。”现在巡
逻队每天上午和晚上两
次巡逻，骑摩托需要近3
个小时才能巡逻完，晚上
的巡逻一般都持续到十
一点左右。巡逻队队长宋
启勇带着记者来到他们
平时巡逻的地方，指着眼
前的水域表示，这里哪些
地方有野鸡野鸭，哪些地
方大雁天鹅常驻他都非
常清楚，“我们巡逻时还
要看有没有进来的车轮
印，这种人进来一般就是
捕鸟，我们是不允许的，
外来的车辆和人员一律
不能进来，这样才能保护
这些鸟类。”

听见开车拿枪打鸟就心疼

苇场当年为职工建
的平房已经有许多空置
了出来，周围静悄悄的，
偶尔能听见鸟鸣声。当年
也参加巡逻现年69岁的
老人王玉山告诉记者，他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对这
片湿地的感情都非常深，

“每年十月底都是大雁天
鹅到这里来，成群的大雁
从头顶飞过，到北边的坝
上和沙滩上休息，听着那
些鸟叫的声音，可高兴
了！”这片湿地上不仅是
鸟类的天堂，还是很多野
生鱼类的乐园。“那时候
河里的鱼可大了，种类也
多，但是有些人很坏，偷
偷往河里撒药毒鱼和鸟，
这个我们可不让，这一撒
药鱼得死多少啊，小鱼们
都能被毒死，我们那时候
天天巡逻，除了看苇场，
就是防止有人来这里偷

鱼和鸟，”王玉山这样表
示，还有下电网的，我们
看到都给他们扯下来拿
回厂里烧掉。

坐在苇场空地上正
在打粮食的退休职工家
属关荣英回想起当年看
到鸟群的情景有些许激
动，她告诉记者，以前过
年的时候，能看到七八十
只天鹅在苇场北边飞起
来，叫声特别大，“感觉那
片天都被遮起来了，每只
天鹅都能和一只羊那么
大！”关荣英的眼神中充
满了对鸟类的喜爱，“但
那个时候也害怕，怕动静
这么大有人来打鸟怎么
办呢，那时候听见开着车
拿着枪打鸟的，感觉可心
疼了！”现在这片湿地上
来的鸟类比往年要少一
些，部分鸟类已经去到别
的地方栖息。

文/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刘爱民 片/本报记者 李运恒

沾化县位于渤海湾南岸、黄河三角洲腹地，拥有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涂生态湿地，是保存比较系统、完整的生态湿地地区区，其中总面积达8万亩的沾化苇场湿地是
黄河三角洲上最大的成片芦苇湿地，而这片芦苇荡已经成了鸟类、鱼类和多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天然乐园。在这片湿湿地上，有一群义务护鸟的人们，呵护着动物们
南来北往的迁徙和生存。

宋启勇经常沿着苇厂内的栖息水鸟最多的河岸进行巡逻。

沾化赛枣会新一届“枣王”产生

煮煮熟熟豆豆子子作作肥肥料料甜甜度度提提高高了了
本报10月7日讯 (通讯员

陈方明 记者 张爽 ) 5日，第
六届“林茂杯”沾化冬枣赛枣大
赛落下帷幕，经来自省市县三
级专家评委考定，2013年度沾
化冬枣赛枣大赛的名次最终敲
定。新一届的“枣王”被沾化县
古城镇罗场村的王守敏夺得。

第六届“林茂杯”沾化冬枣
大赛自8月15日开始，通过乡镇
预选，确定了100户枣农参加今
年的比赛。自9月15日起，对96
个参赛枣农和20个冬枣示范园
进行了冬枣质量安全监测，8 6
名枣农最终进入决赛。共评选
出特等奖5名，一等奖10名，二
等奖20名，三等奖51名，其中特
等奖“沾冬2号”1名，一等奖“沾
冬2号”2名，二等奖“沾冬2号”3
名，三等奖“沾冬2号”12名。本

次沾化冬枣赛枣大赛在秉承以
往的惯例，注重冬枣品质上的
优良，对于农药超标的冬枣一
律挡在大赛门外。来自省市县
的专家评委通过对冬枣糖分、
硬度理化指标检测和专家品评
等方面的标准来进行评定。

今年冬枣大赛上，特等奖
第一名出人意料的被沾化县古
城镇罗场村的王守敏夺得。“真
是没想到今年会是特等奖第一
名，在镇上比的时候只得了一
个第二名，今天的结果太出人
意料，很高兴。”领完奖的王守
敏激动地说。

王守敏种植冬枣已经有十多
年了，但是参加冬枣大赛仅有4个
年头，以往也获过特等奖，但不是
第一名，今年的这个名次，让王守
敏更加有干劲了。“家里种了8亩

地的冬枣，今年每亩产枣大约在
2000斤左右，相比较去年来说少
了近一半，但是品质要比去年的
好了，价格上也高了。”王守敏说，
相比较去年，对枣园的管理上，没
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将更多的时
间放在枣园里，剪枝、拉枝、浇水、
施肥等日常的管理。“但是我今年
化肥用的少了，农家肥用的多了，
还将煮熟的豆子、油渣等作为肥
料，这样不仅能提升枣的甜度，对
于品质也有很好的保障。”说起种
枣，王守敏显得格外兴奋，一条条
的向记者介绍枣园的情况，“虫害
是很麻烦的，冬枣有了虫就没法
卖了，以前的时候都打农药，现在
多采用物理杀虫的方式，采用生
物制剂，保证冬枣的绿色品质。”

曾经 5次获得特等奖第一
名的枣农王福田，今年获得了

特等奖第三名的成绩。“今年我
枣园里的枣成熟的相对较早，
老 早 就 有 不 少 人 找 我 预 定 冬
枣，但是没接收，咱种枣就是为
了让更多人吃上好枣，要是预
定了，别人找来要摘枣你说我
是卖还是不卖呀。”王福田说，
他得益于种冬枣，赛枣会让更

多的人知道他家的冬枣好吃，
不 少 都 是 慕 名 找 到 他 家 的 枣
园，“这种比赛评出名次，让更
多的枣农有了比较，都奔着好
枣种植，带动积极性，保证了沾
化冬枣的绿色品牌，有了影响
力 ，而 且 也 增 加 了 枣 农 的 收
入。”

新一届“枣王”王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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