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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凤”建设观鸟基地

周玉洲家住赵村镇朱楼沟村，从小对
鸟儿情有独钟。

“生活应有诗意和远方。”这是周玉洲
孜孜以求的目标。

2007年，周玉洲放弃市区生意，在赵村
镇国贝石村建设了泉水湾鸟网观鸟基地，
因为他发现那里鸟多，尤其是红腹锦鸡，就
像一只只火凤凰，惹人喜爱。

周玉洲在泉水湾附近租地种庄稼，立身
的同时观察鸟儿。随着时间推移，那里的鸟
儿越来越多，周玉洲心里高兴极了。

为让更多人看到珍稀鸟类，又不打扰鸟
的栖息，周玉洲萌生了建造观鸟基地的想法。

“鸟类比较敏感，尤其稀有鸟类，容易被
惊扰。”周玉洲说，他精心选择了几处视野比
较开阔的地方，并修建了道路，设置了掩体，
方便爱鸟者观鸟、拍鸟。

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来到国贝石村附
近栖息，周玉洲觉得四周愈发舒适安静，不
少爱鸟者慕名来到基地。

“我们这里目前有两个观鸟基地，也是
鸟类保护基地。”赵村镇副镇长韩占营说，
玉水湾摄影基地是两年前新建的，虽然起
步晚，但同样深受爱鸟者喜欢。

玉水湾摄影基地位于赵村镇下寺村，村
民赵现伟2017年发现那里鸟多，便涵养水源、
喂养小鱼、栽种花草，方便鸟儿栖息的同时，
吸引爱鸟者前往游玩。赵现伟的摄影基地
在大山深处，坐东朝西，远远望去，就像一
幅画卷，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我在这里拍到的红腹锦鸡。”在
玉水湾，一位来自四川的拍客指着相机里
的照片高兴地说。照片里的锦鸡步履轻
盈、羽色华丽，金黄色的丝状羽冠展现出了
高雅之美。

“这对儿红腹锦鸡经常在这里逗留，
惹人喜爱。”赵现伟说，除此之外，基地还
经常出现黑鹳、画眉鸟、勺鸡等稀有鸟类。

潜伏静待 辛苦并快乐着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赵村
镇鸟群种类愈发丰富。“这里环境好，鸟儿
种类多，早晨起来，鸟鸣声是动听的乐曲，
让人心情舒畅。”提起观鸟，家住鲁山县城
的李泓旻说。

李泓旻是鲁山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也是泉水湾的常客，拍鸟还拍出了经验，什
么时候什么鸟儿会出现，他一清二楚，用相
机先后拍下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拍鸟和观
鸟是个很累的活儿，天蒙蒙亮就得出发，然后
在‘掩体’中潜伏下来。”

李泓旻说，为拍到一张心仪的照片，
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春秋天还行，
不冷不热，夏天就难熬了，不仅闷热难耐，
有时候还遭蚊虫叮咬，冬天更是被冻得直
打哆嗦。

“看，勺鸡。”说话间，一只大鸟突然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中，让观鸟的十几个人兴奋不已。

在鸟类世界里，勺鸡的外形并不是最
漂亮的，但它的羽毛搭配很好，而且很多地
方没有这种鸟。来自云南的拍客万先生
说，他这次来鲁山，目的就是拍摄勺鸡，看
到了勺鸡，心里十分高兴。

“勺鸡也叫柳鸡，很多地方也叫它山
鸭，因为它嘶哑的叫声像鸭叫一样。”周玉
洲说，观鸟是有时间的，一年中最佳的观
鸟季节就是现在，万物复苏，蚊虫也开始
活动起来，鸟类的觅食频次增加，加之眼
下是大多数鸟类的繁殖季节，相对活跃度
高。而一天中最佳的观鸟时间是晨昏或
者天气稍暗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的气温最
适合鸟类活动。

从单纯的爱鸟、观鸟，到现在专门为爱
鸟者服务，周玉洲也学到了不少鸟类知
识。他说，观鸟不仅愉悦身心，所做的记录
还可为鸟类学基础研究提供有效数据。周
玉洲也因此结识了不少爱鸟人士，没事时
大家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得，感觉心情舒畅
极了。

提档升级 基地搭配民宿

随着“定居”基地的鸟儿越来越多，泉
水湾也先后受到了鸟网和中国鸟网野生动
物保护志愿者联盟的高度赞扬，被授予“鸟
网观鸟基地”“中国鸟网野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联盟平顶山保护站”。据了解，鸟网是以
野生鸟类摄影为主的生态类门户网站。

为更好地服务前来观鸟的游客，赵村
镇政府对两个观鸟基地给予了大力支持，
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在泉水湾投资建造了
民宿，并将其作为村集体经济项目，目前该
民宿已投入使用。

玉水湾民宿也正在建设中，一幅乡
村振兴蓝图在赵村镇徐徐展开。“他们的
做法很好，既保护了鸟类，保护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也提高了地
方的知名度。”赵村镇镇长王天阳说。

据鲁山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股负责人张军埔介绍，适逢
爱鸟周，为保护鸟类，该县将组织开展系
列主题科普宣传活动，共同守护鸟类家
园，严厉打击捕鸟和破坏鸟类生存环境的
违法行为。

目前，全市林业用地面积 430 万亩（1
亩≈666.67平方米），有林地面积292.6万亩，
林木蓄积量 1205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24.75%，林木覆盖率35.1%。森林氧吧为鸟
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鸟儿

“落户”。

观
鸟
者
在
玉
水
湾
摄
影
基
地
拍
摄
的
红
腹
锦
鸡

爱鸟者在泉水湾鸟网观鸟基地拍摄鸟儿爱鸟者在泉水湾鸟网观鸟基地拍摄鸟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耀华胡耀华 摄摄

□本报记者 胡耀华

4月22日，鲁山县赵村镇国贝石村境内
的泉水湾鸟网观鸟基地周围树林内，画眉鸟、
勺鸡、红腹锦鸡、布谷鸟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
的鸟儿，或枝头欢唱，或比翼齐飞。来自北
京、云南、上海以及本地的爱鸟者躲在林中
一处空旷地附近，手持相机屏息凝视着前方
鸟儿的一举一动，用相机记录眼前美景。

近年来，鲁山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赵
村镇森林茂密、水源充足，加之当地村民的爱
鸟护鸟意识增强，引来越来越多的鸟儿“落
户”，也吸引了大批爱鸟者“潜伏”观赏。

“我们这里不仅鸟的数量多，种类也多，
目前仅相机拍到的就有110多种。”泉水湾
鸟网观鸟基地负责人周玉洲说，他们那里的
不少鸟儿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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