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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红嘴鸥在白龟湖里嬉戏
⑥市民在白龟湖畔拍摄红嘴鸥

乔建英 摄
①④红嘴鸥在湖里觅食

杨朝晖 摄
②空中精灵红嘴鸥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⑤两名女童在栈道上观看科普展板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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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楠

12月11日下午，夕阳的余晖斜洒在白龟湖上，成群的红嘴鸥时而
栖落栈桥，时而尾船而舞，市民在栈道上打卡拍照，成为冬日一道别样
风景。

自2016年冬天来我市白龟湖栖息越冬后，来平红嘴鸥数量逐年增
加，至2021年冬已超过5000只。如今，它们已成为我市的一张亮丽名
片，红嘴鸥保护也成为我市的一项常态性工作。

以礼待“客”科技护鸥

近些年，我市聚力护生态、优环境，实现
中原“煤城”向山水宜居绿城转变。7年来，
红嘴鸥年年来鹰城过冬，从未失约。

“2016年冬，首批红嘴鸥来平越冬，我市
就采取了科学的保护和投喂措施。”白龟山
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张立峰
介绍，市林业局还组织鸟类专家监测和研究
其生活习性和迁徙规律，并会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及有关部门完善监测监控设施，在
重点保护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其中，去年新
建栖台6个、科普宣教栏6个、警示牌12个、
观鸥导视牌4个、观鸥望远镜2台。

为了给红嘴鸥及其他鸟类提供良好的
栖息、取食环境，市林业局近日发布封禁水
域公告，自2022年11月 1日起至2023年3月
底，禁止在规定区域内捕鱼、垂钓等一切不

利于红嘴鸥保护的人为活动，违反者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扣押船只、渔具，并予以处罚。

“红嘴鸥喜欢在干净平整的近水光滩栖
息，今年我们清理了红嘴鸥经常栖息的三座
小岛。”张立峰说，为了更好地掌握红嘴鸥的
取食、栖息活动轨迹和迁徙路线，市林业局
今年还联合河南城建学院对红嘴鸥进行了
GPS卫星跟踪监测。

真情护鸟 志愿投饲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
去年冬季，市财政部门拨专款，由林业部门
在建业森林半岛南侧栈道处设置固定投喂
点，值班人员早晚对红嘴鸥开展科学补饲。

“只有发挥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保护红
嘴鸥。”市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晓说，近年来，志
愿者在爱鸟护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住白龟湖畔的市民马增光，是爱鸟护
鸥志愿者队伍的发起人。2018年底，他从昆
明回平，看到成群的红嘴鸥在鹰城越冬，满

心欢喜，“我是打心底喜欢这些小家伙”。
为了让市民懂得怎样科学投喂、保护红

嘴鸥，他运用从昆明学到的护鸥知识，成立
了爱鸟护鸥志愿者队伍。他在志愿者微信
群里分享护鸥知识，组织志愿者两人一组每
天投喂红嘴鸥。每天上午8点左右，志愿者
去领取市林业局提供的鸥粮，随后在白龟湖
栈道上为市民普及护鸥知识、投喂红嘴鸥。
目前，志愿者队伍已有40多名成员。

今年11月，市民李广荣正式加入爱鸟护

鸥志愿者队伍。在国外客居的那几年，她每
年回来一趟，协助志愿者清理栈道上的垃
圾，制止不文明行为，“家乡越来越美，红嘴
鸥才会如约而至，市民素质不断提高，才能
使它们与我们如此亲近”。

栈道上红嘴鸥摄影展的部分作品出自
摄影发烧友庞秋霞之手，她也是爱鸟护鸥志
愿者之一，“红嘴鸥的增多，说明我市的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这群志愿者希望守护好
它们，让它们成为我市的‘生态名片’。”

文明赏鸥 生态鹰城

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栈道上，随处可
见科普宣教展板和驻足观看摄影展的市民。

“红嘴鸥主要以小鱼、虾、水生昆虫、甲
壳类、软体动物等水生动物为食。”陈女士指
着科普展板，向5岁的小侄女瑞瑞讲关于红
嘴鸥的知识。

赵聚在白龟湖畔打扫了 6 年卫生，他
说：“这两年市民的文明素质不断提高，300

余米的栈道上很少有垃圾，大家都在用自己
的行动留住红嘴鸥。”

“我从2018年开始拍摄红嘴鸥。”志愿者
薛宜军欣喜地说，“之前很多市民不懂投喂
红嘴鸥的正确方法，栈道上随处可见面包屑
和膨化食品。随着大家文明意识的增强，栈
道附近卖面包的商贩少了，大家拿的都是小
鱼和鸥粮。”

生态环境事关人民福祉，更是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的基础和支撑。张立峰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协同有关部门，加大对红嘴
鸥栖息地捕鱼、行船、垂钓、擅自飞行无人机
等不文明行为的治理，更好地保护红嘴鸥，
留住红嘴鸥。坚持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并
举，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擦亮鹰城生态
底色，实现生态优势向生态价值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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