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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在文人的笔墨中，白鹭是“一首精巧的
诗”。如今，这首精巧的诗从春天飞来，栖居在泗水济河街道南尚舒村一片杨树
林里。树多了，环境好了，数千只白鹭与夜鹭的到来是地方环境改善的最好证
明。而如何把这群美丽的客人留住，让这片400余亩的杨树林成为它们可依赖的
家，则考验着地方政府和民间百姓的智慧。

千千只只白白鹭鹭、、夜夜鹭鹭泗泗水水安安家家
政府、百姓齐动员保护“稀罕客”

本报记者 李岩松 通讯员 包庆淼

400亩树林引来“稀罕客”

5月29日，在泗水县
南尚舒村村西的一片杨
树林里，数百只鸟巢筑立
在树梢间，众多白鹭与夜
鹭在树顶飞翔嬉戏，发出

“呀呀”叫声。树林间，不
时的有幼鸟穿梭。即使有
人进入树林，它们也没有
丝毫害怕。树下，散落着
从鸟巢中落下的孵化完
的蛋壳。草丛中，偶尔还
会发现没学会飞翔的白
鹭幼鸟，他们正焦急地等
待母亲。

“咱也不知道是啥
鸟，但看着这全身雪白，

真是好看。还有灰色的大
鸟，头上长着三根羽毛，
显得特别精神。”正在树
林里干活的张老汉还是
第一次知道这种美丽的
鸟叫作白鹭。他告诉记
者，以前只看见这林子里
有很多的麻雀和斑鸠，从
未见过这种白色和灰色
的“大鸟”。“它们都是在
今年春天飞来的，刚开始
也就有几十只。到了五
月，就看见很多，都在树
上筑巢安家了。”

“树林中的鸟大部
分是夜鹭，白鹭少一些，

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泗水县林业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站站长乔龙
告诉记者，在泗水其他
一些地方，也发现过白
鹭与夜鹭，但数量都不
多，像这种一次迁徙来
数千只的情况，以前的
确没有过。“这片树林有
400余亩，面积较大，算
是三面环水，食物充足，
适合白鹭和夜鹭栖息繁
殖。”乔龙说，正是因为
泗水的树多了，环境好
了，这些“稀罕客”才选
择在这安家。

政府、百姓齐动员爱鸟护鸟

行走在树林中，记者
看到，有几只小夜鹭正在
奋力的朝着树顶上的鸟
巢连飞带爬，树下，每隔几
米就能找到几只白鹭、夜
鹭幼鸟的尸体。“看着这些
小鸟掉下来，真是可怜。”
正在树林里放羊的村民
杨大爷说，在这片树林中，
种植的大部分都是杨树，
多数树木都有十余米高，
它们的鸟巢就筑立在树
梢处，而且树顶的树枝比
较细，稍有风吹就摇晃得
厉害，很多还不会飞的幼
鸟被吹出鸟巢跌落树下，
大部分都摔死了。“太可惜

了，不知道有啥办法能保
护好这些鸟。它们住的安
稳，才愿意常来。”

“我们几次巡逻到此
的时候都捡到了从树上
跌落受伤的幼鸟，能救的
都带回去了。”乔龙说，幼
鸟跌落的事附近不少人
都反映过，有人提议在树
中间加一层缓冲网，但是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幼鸟
如果跌落在网中不能被
及时发现，很容易就被网
缠绕致死。

乔龙告诉记者，近
期，泗水县林业局经常会
到周边的村庄进行保护

动物的宣传，自从来了几
千只白鹭夜鹭，他们会接
到很多附近村民打来的
反映幼鸟受伤的电话，有
些村民还直接将受伤的
鸟送到办公室来，大家的
爱鸟护鸟意识相比从前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除
了组织宣传爱护动物的
活动外，泗水县林业局还
专门成立了一个由15人
组成的林业综合执法大
队，分成两小队，每天都
在泗水县的重点区域进
行巡逻，主要负责保护动
物、乱砍乱伐、护林防火
的工作。

一只小夜鹭奋力飞向树顶。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泗水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正
在检查一只从树上掉下的小白
鹭。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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