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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莱芜区，藏着一家其
貌不扬的“猛禽医院”。几乎每周，都
会有猛禽在这里振翅而起，重返蓝
天。“我所期待的美好未来，当有草
长莺飞，也当有猛禽翱翔。”投入猛
禽救护工作12年，这是济南翱翔猛
禽救助中心（简称“救助中心”）负责
人胡海磊的志愿。

胡海磊对鸟类的痴迷还要追溯
到少年时代。那时，胡海磊家住泰山
脚下，放学以后，他时常进岱庙游
玩。千年神府，古树成荫，鸟雀群集，
自然界的美妙深深吸引着胡海磊。
上初中时，他开始对信鸽着迷。“我
曾经在河南信阳放飞一只鸽子，它
经过5 4 0多公里的空距飞回了泰
安。”胡海磊说，“我对信鸽十分珍
爱，但我养的鸽子常被老鹰抓走、抓
伤。”心疼之余，他也觉得疑惑：一大
群鸽子为何会被一两只鹰袭击呢？

“朋友和老师告诉我，鹰是鸽子
的天敌，我也对自然界的生物链有
了初步认知。”胡海磊说，“后来机缘
巧合，表哥捡了一只受伤的红隼带
回家。我已经不再记恨猛禽，知道了
它们捕食鸽子是自然界规律。我给
红隼用土霉素包扎，过段时间，它的
伤好了，我们就把它放归蓝天。”胡
海磊目送红隼展翅翱翔、飞向山巅，
久久不愿离开。

参加工作以后，胡海磊从泰安
来到莱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接
触到更多与猛禽有关的知识。“我发
现，尽管猛禽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
它们实际上相当脆弱。”胡海磊说，

“无论哪类猛禽，都是国家二级及以
上保护动物，因为人类活动范围的
扩大以及盗猎等行为的猖獗，它们
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年少时种下
的种子在此时生根发芽，他萌生出
成立猛禽保护机构的想法。

胡海磊与朋友多次前往北京猛
禽救助中心“取经”。2012年起，他用

自己工作时攒下的积蓄，在莱芜筹
建猛禽救助机构。“起初，我低估了
做这件事的难度，施工时经常今天
没砖了，明天又缺水泥了。”胡海磊
回忆说，“好在东拼西凑，最后还是
把救助中心搭起来了。”他们尽力为
猛禽提供更好的环境，连笼舍用的
都是市场上最好的材料，仅修建12
间笼舍，便花掉了至少15万元。

2015年5月，济南翱翔猛禽救助
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山东省首家在
省林业部门批准备案、得到全国鸟
类环志中心认证的野生动物收容救
护机构。用胡海磊的话来说，济南翱
翔猛禽救助中心是一家“猛禽医
院”，无生存能力的雏鸟，因疾病丧
失行动能力，被人打伤、贩卖，以及
从犯罪分子手中收缴的鸟，都是他
们的救助对象。9年以来，共有950余
只伤病猛禽、990余只其它动物“入
院”治疗，约有60%的个体最终回归
自然。

60%，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十只
来到救助中心的猛禽里，就有四五
只“无力回天”。“猛禽生性警觉，能
被人捉到的往往都是重病号。”胡海
磊解释说。它们或受困于捕鸟网、捕
兽夹，或不幸成为钢珠枪的“靶子”，
后者对于猛禽的伤害格外大，救治
成功率极低。

胡海磊向记者回忆，有次手术
过程中，他们在一只纵纹腹小鸮的
体内取出了两枚钢珠。“这些钢珠打
断了它的两只翅膀，而后就一直嵌
在它的肉里。”胡海磊说。更让他们
惊心的是，纵纹腹小鸮翅膀上的许
多骨头都缺失了，可以想见，在它掉
落之后，加害者不仅没有停止侵害
行为，还持续对它进行攻击。“像这
种情况，即使耗费了救治资源，也未
必能挽救其生命。”在胡海磊的印象
里，类似的状况并不鲜见。

“其实，猛禽是非常顽强的动

物，对于人类起不到什么消炎作用
的药物，用在猛禽身上，功效可能非
常明显。”胡海磊说。更多时候，假如
一切顺利，受伤的猛禽在手术以后，
只需一两个月就能再次展翅翱翔。
然而，也有猛禽虽然保住了命，却永
久地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

“曾经有位居民，把一只雕鸮送
到了基地，说是在小区绿化带里发
现的。”胡海磊说，“这只雕鸮当时体
重只有1 . 3公斤，左翼尺、桡骨骨折，
重度营养不良，有人为饲养的痕迹。
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先是被盗猎
者的弓弩一类器械打伤，后来又经
过一段时间的笼养，最终被遗弃。”
经过他们的精心照料，这只雕鸮幸
运地存活下来，可不幸的是，它再也
无法重归山林，而只能留在救助中
心，被饲养起来，成为“受害者”的

“标本”。
在胡海磊看来，猛禽自由自在、

充满野性，这些属于蓝天的生命，不
应当沦为猎物或玩物，为人类的一
己私欲所摧毁。而今，救助中心拥有
2名专职救助员、1名兼职救助员、2
名兼职执业兽医师，5个人的小团
队，撑起了猛禽们的“避难所”。尽管
资金周转不易，但胡海磊会把猛禽
救助事业坚持下去：“每一个生命都
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保护，我们
应该永远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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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的“鱼鸟之恋”
二十余年“追逐飞鸟”，一些学生受其影响走上鸟类研究之路

李文璇 史继超 济南报道

“我是一枚‘鸟人’。”曾晓起
的社交平台个人简介这样写道。
看着他站在河滩上、手持望远镜
的头像，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
热衷“追逐飞鸟”的人，原本注定
要向大海“深潜”。

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的曾
晓起，1985年便在母校的水产系
任教，以渔业资源作为自己的研
究方向。2001年，系里要求他增
设一门名为“渔业保护学”的选
修课，曾晓起感到自己保护生物
学的知识基础比较薄弱，便申请
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个学期。

“那年，我来到北师大，跟随开设
‘ 保 护 生 物 学 ’的 鸟 类 学 专
家——— 张正旺教授学习。”曾晓
起说，“不巧这时教师进修宿舍
已住满，我只能和张教授的研究
生们住在一起。”几位学术志趣
相近的年轻人夜话闲聊，讲的总
是些漫步山野、观察鸟类的趣

事。耳濡目染之下，曾晓起也拿
起望远镜，尝试捕捉那些精灵的
身影。

随着鸟儿的模样在望远
镜里变得明晰，它们也在曾晓
起心中成为有灵性的生命。

“那是2002年的春天，玉兰树
的花开始衰落，而绿叶尚未长
出，我偶然间看到一只白头鹎
正在二楼实验室的窗边蹦跳
着。”这是一种翅膀暗绿、腹部
灰白的鸟儿，眼后侧长有雪白
羽毛，“二十多年前，这种鸟在
青岛还很罕见。我走进实验
室，隔着窗户悄悄看它，感觉
它可真美。”曾晓起按捺住内
心的激动，小心翼翼地打开窗
户，拿起小数码相机，拍下了
这一幕。镜头里，欢蹦的小鸟
一如明媚的春光，似乎触手可
及。而今，随着族群“北扩”，白
头鹎在青岛已是随处可见，可

曾晓起仍对那只鸟儿念念不
忘。他给自己起了个“白头鹎”
的网名，以纪念那次相遇。

在曾晓起看来，鸟儿姿态美
丽、鸣声婉转，似乎永远葆有生机
与活力。“在城市里奔忙的人，视
野往往被高楼大厦所局限，可当
我细观鸟儿的一举一动，心就像
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我从中收获
到一种崭新的生命体验。”深感观
鸟益处的曾晓起，将这种活动带
进了课堂。他将“渔业保护学”课
程扩展为“保护生物学”，带领同
学们在校园里观察鸟类。薪火相
传，一些学生自此走上了鸟类研
究之路。

2016年，青岛市观鸟协会成
立，曾晓起担任协会理事。对观
鸟爱好者来说，“加新”——— 发现
在当地首次出现的鸟类，是最有
成就感的事。幸运的是，协会创
立不久，曾晓起等人就收获了惊

喜。“当年8月，鸟会秘书长于涛
首先在大沽河口发现了中华凤
头燕鸥，我们前前后后总共观测
到7只，既有成鸟，也有幼鸟。”曾
晓起说，“中华凤头燕鸥自1937
年以来就不曾在青岛出现过，现
在全球总数量也就二百来只，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定义为‘极
危’。”亲眼见到这种珍稀的水
鸟，他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说。

“中华凤头燕鸥之所以濒临
灭绝，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仅在海
岛繁殖，且产卵量低，本身种群
基数就小；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
渔民捡拾鸟蛋之类陋习的影响。”
曾晓起觉得，中华凤头燕鸥的处
境是众多鸟类命运的缩影：在经
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过程
中，人们征占湿地，掠夺了鸟儿的
生存空间；人们引种人工树种，却
通常不会考虑它们是否适合鸟类
栖息、觅食。

“我们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把生态保护摆到重要的位
置。”曾晓起说，“建议在进行城区
规划时提前做好生态调查，适当
建设一些接近自然环境的小型湿
地及荒野，为城市里的鸟儿提供
更宜居的栖息地。”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
中华凤头燕鸥种群在专业人
士开展人工招引等修复手段
的帮助下明显扩大，2023年，
胶州湾的中华凤头燕鸥总数
量达到了破纪录的128只。与
此同时，青岛市观鸟协会也从
最初的六十余人，发展到了现
如今三百多人。这些不断增长
的数字，反映出人们保护鸟类
意识的提升。曾晓起期待，每
个爱鸟的人都能从这些自由
的生灵身上，找到那个无拘无
束的真我，随着观念的进步，
我们终能建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

城市里的燕巢“守护者”
中学思政课教师开展燕子调查近七年

又是人间四月天，在东营市
涌金广场商铺的屋檐下，几只雏
燕将小脑袋探出燕巢，好奇地打
量着这个繁华的世界。“老师快
看，这里有个燕子窝！”杜军和他
的学生一道，详细记录下燕巢的
位置，安静地等待雏燕的父母飞
回。

杜军是一位中学思政课教
师，也是一名环保爱好者。2014
年，他在胜利三中执教时，经常
能在校园里看到学生随手丢弃
的塑料瓶。“在一节课上，我向同
学们科普了塑料污染的概念，并
建议他们利用午休时间收集教
室内外的塑料水瓶。那天中午，
我们班上的40多名同学翻遍墙
角、垃圾箱，清点出超过800个水

瓶。”杜军回忆说，“我于是建议
他们自带水杯上学，得到了大家
的响应。”希望将环保理念融入
教育的杜军，自然而然地将目光
投向天空中的飞鸟。也就是在那
年，他加入东营市观鸟协会，开
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鸟类相关
的知识。

杜军与燕子结缘，是因为它
们的“主动拜访”。“2016年，我们
在胜利四中的启智楼上发现了
燕巢。”杜军说，“当时同事告诉
我，有个调皮的学生曾经关上教
室的窗户，追赶一只燕子直至其
筋疲力尽，而后抓住了它。尽管
同事批评了那位学生，可从此以
后，这只燕子就再也没来过启智
楼。”这件遗憾的事使他意识到，

与人比邻而居的燕子，是开展生
态文明教育的绝佳“切口”。

“燕子不惧人的习性，能够
降低人们观察它们的难度。它们
使用旧巢的习惯，也便于我们锁
定燕巢的位置。”杜军说，“从那
时起，我就计划着在燕子的繁殖
期，带领学生对它们进行调查。”
湿地广布的东营，本就是燕群青
睐的栖息地；商铺林立的涌金广
场，则是它们筑巢的“圣地”。
2017年起，作为“全国燕和雨燕
调查与保护”项目在东营的合作
伙伴，杜军和学生们在这里辨识
燕子种类、记录燕子习性，冬去
春来，燕子走了又回，调查一做
就是七年。

七年间，杜军目睹着涌金广

场的变迁。随着诸多高大的写字
楼拔地而起，记忆中的街景全然
变了模样，唯一不变的是“年年
春天到这里”的金腰燕。这种燕
子腰呈栗色，如环横带，巢穴精
巧，好似花瓶，在涌金广场尤为
多见。“燕子会在写字楼入口处
做窝，它们产生的粪便会给保洁
工作带来麻烦，不少燕子窝因此
被人捅掉了。”杜军觉得这是人
与燕子的“主要矛盾”，“于是我
们和涌金广场的物业进行联系，
在‘守护燕子的家’腾讯公益项
目的支持下，为写字楼里的燕巢
安装了十多个人工粪托。”

杜军注意到，城市的“更新”
也给燕子的生活带来了一些障
碍。在杜军的印象里，以往每逢

山东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太平洋西岸两条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一环，全省共有鸟类471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的
三分之一；迁徙鸟类396种，约占全国迁徙鸟类的49%。

湿地与山林，城市和乡野，无论我们走到何处，都能看见鸟儿的身影。它们既是我们眼中的风景，也是值得尊重的生命命。
4月23日至4月29日，是一年一度的“山东爱鸟周”。今年是第43个爱鸟周，记者采访了三位对鸟儿“情有独钟”的人，让我们聆
听他们的故事，爱护身边那些自由飞翔的美丽精灵。

让“野性生命”重返蓝天
他的“猛禽医院”九年来救助近千只伤病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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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起在对鸟类进行观察。 受访者供图

九月，燕子就会在胜利四
中的电线上停栖。“有天早
自习，我和学生看到一排
燕子站在电线上，便数了
数，发现足足有一百来
只。”杜军说，“现在，电线
往往走地下通道，可人们
并没有为燕群设置新的歇
脚的地方。”再如，一只燕
子一个夏天能捕食数十万
只昆虫，但有些公园管理
者却会在鸟类繁殖季割除
芦苇，此举虽意在减少蚊
蝇，却事实上构成了对燕
子的“驱逐”。

在杜军看来，鸟类是
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它
们的生存状况，是生态变
化的直观表现。“我是在烟
台山区长大的‘70后’，在
我小的时候，孩子们经常
下河抓鱼，麻雀会到人们
的房檐下搭窝。”杜军说，

“可现在，一些城市孩子每
天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中，
就像是患上了‘自然缺失
症’，审美观念和精神生活
比较匮乏。”他觉得依托社
区力量而举办的公共活
动，或许能使自然教育摆
脱流于表面的困境。

对人类怀抱信任的
燕子，曾为无数文人墨客
所歌咏。“我们是听着‘小
燕子穿花衣’长大的一
代，又把这首童谣唱给了
我们的下一代；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参与到‘全国燕
和雨燕调查与保护’项目
中来，关注燕子、保护燕
子。”杜军在东营城区燕
子繁殖期调查问卷的前
言部分这样写道，“在城
市化的今天，我们希望人
与燕子的‘佳话’依然能
够代代相传。”

公 告
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催缴通知书

〔2024〕济住中催字Y357号
青岛天泰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第
二条、第二十条规定，你单位应为云爱民(身份证
号：3 7 1 4 2 5 1 9 * * * * * * 7 6 2 9 )补缴住房公积金
14577 . 92元(其中单位应缴7288 . 96元，单位为职
工代缴7288 . 96元)；补缴时间段为2004年2月至
2014年9月。限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书30日内缴纳，
逾期不缴的，我中心将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2019年修订)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理。

注：月缴存基数依据云爱民提交《民事判决
书》(〔2020〕鲁01民终11862号)《中国银行交易流
水明细清单》《齐鲁银行历史交易流水》《中国建设
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单位和个人缴存比
例经查询为各7%。

你单位对补缴事宜如有异议，请于收到本通
知书7个工作日内向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提供书
面材料，逾期不提供视为你单位无异议。

撤回：《催缴通知书》(〔2023〕济住中催字
Y139号)

《限期缴交决定书》(〔2023〕济住中缴字Y139
号)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济住中执催告字
[2024]Y137号)

执法人员：赵莹 证件编号：15010016022
执法人员：任晓飞 证件编号：15010016015

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
2024年4月29日胡海磊（右）在为猛禽检查身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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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军在天鹅湖进行鸟类调查。 受访者供图

这这只只雕雕鸮鸮已已经经在在救救助助中中心心生生活活了了七七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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