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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白
龟湖畔，远远就听到“啾啾”的鸣
叫声。虽然天公不作美，天阴沉
沉的，而且有风，但这并没有影
响到红嘴鸥的活动。

烟波浩渺的湖面上，众多红
嘴鸥时而展翅翱空，时而轻掠水
面。淡雅的白羽及黑灰色的尾
羽，构成了一幅唯美的水墨画。

栈道上人来人往，市民纷纷
架起“长枪短炮”，记录这美好瞬
间。有市民拿出美食投喂红嘴
鸥，而红嘴鸥报以清脆的鸣叫和
欢腾的双翅，淘气地站在人们的
肩膀上、手上，引得现场一片惊
呼：“看，它落我手上了。”“看，那
两只在争抢食物。”……随之而
来的，是一阵“咔咔”的拍照声。

“太可爱了，太漂亮了！”市
民唐先生说，之前听朋友说白龟
湖有红嘴鸥，但由于种种原因，
他总是与红嘴鸥错过。这次，他
终于近距离观赏到红嘴鸥了，

“风景太美了，要好好保护”。
杜鹃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据其介绍，近几年，每年国庆节
过后，她都会盘算着红嘴鸥回来

的日子，常常到白龟湖边转转。
“就像老朋友一样，时不时惦记
着，期盼着这群可爱的水上精灵
如期造访，和它们来一场冬日之
约。”杜鹃说。

人鸥互动的和谐画面，给白
龟湖增加了灵动之气，织就了一
幅温馨美好的画卷。如今，红嘴
鸥已成为鹰城靓丽的生态名片。

“红唇”白羽逐浪波

□本报记者 牛超

万水千山结队行，水上精灵返鹰城。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批红嘴鸥成群结队，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

的西伯利亚返回鹰城越冬。近日，平顶山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以《鹰城
精灵·红嘴鸥》为题，对飞临白龟湖的红嘴鸥进行直播。一时间，白龟
湖边的栈道上又热闹起来，市民呼朋引伴，纷纷赶赴水上精灵的冬日
之约。

一切美好的相遇，似乎总是
缘于偶然。

2016年冬天，在市白龟山水
库综合整治办公室上班的袁平
发现中国平煤神马职工休养院
附近的白龟湖水面上有一群从
未见过的白色飞鸟，足有近百
只。它们有着红色小嘴、红色脚
趾和白色羽毛。

一连几天，袁平天天见到这
群鸟。它们似乎并不惧怕人类，
面对袁平的驻足观望、附近行驶

的船只，它们依然在水面上闲庭
信步，宛若精灵。

随后，《平顶山晚报》报道了
此事，并找到市林业局专业人士
进行辨认，确认这群鸟是被人们
称为水上精灵的红嘴鸥。红嘴
鸥是海鸥的一种，俗称“水鸽
子”，体形与鸽子相似。红色的
小嘴扁扁的，尖端呈黑褐色，身
体大部分为白色，属于国家保护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这是

我市首次发现红嘴鸥的身影，报
道刊发后，引发市民热议，也引
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保护红嘴鸥
的通告、鸟类保护方案等纷纷出
台。市林业局组织鸟类专家、志
愿者开展监测，成立红嘴鸥等候
鸟保护队伍；建立固定投食点，规
范投食行为；加强科普宣传。同
时，市林业局还组织人员进行科
学补饲，每天早晚两个时段投喂
红嘴鸥，并联合示范区管委会等
部门对其进行保护。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
栖。白龟湖良好的生态环境，相
关部门的多种保护举措，加上市
民的热情，让这些“水上精灵”对
鹰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自此，
每年秋冬季节，红嘴鸥都会飞越
千山万水来到白龟湖。今年，已是
它们在鹰城越冬的第7个年头。

据市白龟山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中心主任张立峰介绍，今
年，预计在我市越冬的红嘴鸥有
6000只以上。

相遇相知已七载

①④红嘴鸥在白龟湖里嬉戏
⑤市民在白龟湖畔拍摄红嘴鸥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②落日余晖中的红嘴鸥
③群鸥逐浪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据张立峰介绍，红嘴鸥在鹰
城的活动时间通常为每年10月
至次年4月，最佳赏鸥时间为每
年11月底到次年2月底，最佳赏
鸥地点为中国平煤神马职工休
养院附近、森林半岛附近的栈
道、白龟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西部。
红嘴鸥返回鹰城，一些市民

兴奋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担
忧：远道而来的红嘴鸥是否带有
病毒？如何科学观鸥、喂鸥？

张立峰表示，红嘴鸥是具有
迁徙习性的野生鸟类，每年都要

长途迁徙，很可能携带多种自然
环境中的病菌。他提醒市民，文
明观鸥，切勿追逐；不要触碰、抚
摸、惊吓红嘴鸥，不要在周边玩
水，更不要随意捕捉红嘴鸥；不要
接触红嘴鸥的粪便和羽毛，包括踩
踏红嘴鸥的粪便，以免把病菌携带

回家；观赏途中一定要佩戴口罩，
避免飞沫和羽屑接触；赏鸥结束请
立即洗手。此外，投喂时宜选择
专用鸥粮，且保持一定的距离。
红嘴鸥以鱼、虾、昆虫为主食，鸥
粮只是红嘴鸥在天然食物不足时
的一种补充，切勿过多投喂。

观鸥喂鸥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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