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只小小鸟 爱护鸟类
义工行动

C052013年12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周千清 美编：尹婷 组版：赵燕梅

今日菏泽

主打

蚂蚁义工护鸟队第一站走进黄河滩区，向村民普及爱鸟、护鸟知识

““原原来来山山雀雀能能吃吃这这么么多多害害虫虫””
本报东明12月29日讯(记者

赵念东) 29日，本报蚂蚁义工
护鸟队首批20名成员来到第一
站——— 适宜鸟类生长的东明黄
河滩区。走访发现部分村民的护
鸟爱鸟意识较差，据村民反映，
夜间有人利用探照灯、捕鸟器等
工具非法盗猎捕杀鸟类，让人扼
腕叹息。

29日，在东明县沙窝乡西李
屯村中，一行身着红色马甲的蚂
蚁义工护鸟队格外显眼，引来村
民围观。“这山雀一个月能吃这
么多虫子啊。”沙窝乡西里屯村
村民李爱民说，这些鸟都是平常
见到的鸟，但不知道他们是吃害
虫的益鸟。蚂蚁义工团东明分团
团长刘建伟说，走访发现多数村
民对鸟类知识了解较少，爱鸟护
鸟意识差。

当地村民还告诉记者，晚上
8点左右，经常有人拿着探照灯，
利用弹弓、捕鸟网等捕鸟工具捕
鸟。“几年前，这片区域的树上、
草丛中以及天上鸟很多，很多都
叫不上名来。”正在黄河大堤上

放羊的陈国华告诉记者，如今这
鸟不多了，并且都是些山雀，种
类较为单一。“等鸟都捕杀完了，
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陈国华说。

此次义工行动，蚂蚁义工护
鸟队先后来到位于黄河滩区的
沙窝乡尚庄、逮庄、陈屯等地，通
过张贴爱鸟护鸟宣传册，以及向
村民讲述鸟类知识等方式来增
强村民的爱鸟护鸟意识。同时告
诉村民，一旦发现有人非法盗猎
捕杀鸟类，就要向林业部门等相
关部门举报。

“单凭义工的力量毕竟是有
限的，望更多的市民加入到我们
爱鸟护鸟行列中，希望每一个市
民都是护鸟者，让那些伤害鸟类
的人无处藏身。”本报蚂蚁义工
李红岩呼吁道。

东明黄河滩区是本报蚂蚁
义工团成立义务护鸟队的第一
站，接下来，蚂蚁义工护鸟队将
携手林业专家继续走访菏泽其
他县区，展开宣传保护鸟类专项
活动，向捕获、贩卖野生鸟类的
行为说“不”。

别让鸟儿的叫声成为回忆

市民呼吁自觉爱护鸟类，拒食野生禽鸟

本报菏泽12月29日讯 (记者
李德领 景佳 ) “我们也想

成为鸟的保护者。”自本报27日
就“如何打击非法捕鸟”向市民
征集建议，不少市民打电话献言
献策，并表示将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小时候经常听到鸟叫声，树
林、田野，甚至在家的窗台上都经
常看到鸟儿嬉闹的场面，但现在
这种场景只能靠回忆了。”家住巨
野的李先生说道，以前天空中经
常盘旋着各类鸟，叫声也很动听，

但现在那种场景已经没有了。在
看到本报发起的“护鸟行动”后，
他觉得活动很有意义，便积极报
名，自愿成为鸟的保护者，找回儿
时的回忆。

“市民应该自觉承担起保
护 鸟 类 和 其 他 野 生 动 物 的 责
任，也要制止打鸟、掏鸟蛋的不
良行为。”菏泽市民王女士说，
眼下，菏泽还有一些青年人竟
以捕鸟为乐，生活在赵楼办事
处的她，常见用自制弹弓射飞
鸟的年轻人，这反映出人们爱

鸟护鸟的观念还有待提高。她
希望广大市民自觉地来爱护鸟
类、爱护大自然。

定陶的曹先生来电说，爱护
鸟类在于每一个人的行动。他建
议加大对不法商贩的打击力度，
并呼吁自觉爱护鸟类，拒食野生
禽鸟。他希望社会大力宣扬鸟类
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等科普知
识，最好能设立有奖举报电话，

“爱护鸟类应该从自身做起，我将
尽力动员身边朋友爱鸟护鸟拒食
野生禽鸟。”

为鸟类撑起一片天

蚂蚁义工护鸟队向村民讲解护鸟知识。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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