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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春意渐浓的温暖信号，候鸟们振翅高飞准备迁徙。
云南是世界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和越冬地。冬迎、春送，候鸟的迁徙吸引着不少科
研人员、媒体、摄影爱好者的目光，留下它们离别前的“云南记忆”，见证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多年来，我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稳中有升。

未经批准，任何
机构不得自行开展
及承接鸟类生物样
本采集工作。禁止
擅自进入自然保护
区观鸟和拍鸟，禁止
追逐鸟群和干扰、影
响鸟类正常繁殖和
迁徙。禁止在候鸟
迁徙停歇地、越冬地
随意进行投食和补
饲，避免人为因素致
使鸟类滞留或延期
迁徙。

特别
提醒

日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下发全
面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
候鸟保护管理工作，严厉打击破坏鸟类
资源违法犯罪活动。

在鸟类保护管理中，省林草局要求
各地要划定候鸟迁徙通道、“打鹰山”

“鸟吊山”、越冬地等责任片区，强化社
区共管，依托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管护
机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林业站、科研院校等单位，在鸟类重要
栖息地和主要迁飞通道沿线，指定安排
巡护点，开展巡护值守和经常性清网、
清套、清夹、清除毒饵行动。建立和培
养鸟类等野生动物调查监测队伍，记录
鸟类种群数量变化及迁徙时空动态。

省林草局要求各地组织联合执法
检查，持续与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等部
门联合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坚决查
处非法养殖、教育、食用野生鸟类，非法
制售鸟网等猎捕工具行为。依法依规
开展鸟类环志、鸟类样本采集、鸟类调
查等活动。

黑颈鹤为迁徙做准备

3月5日，据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观测显示，在大山包保
护区，斑头雁、赤麻鸭、绿头鸭、灰鹤等候鸟的数
量明显减少，在大海子湿地、长会口湿地和龙家
大地湿地的外地黑颈鹤集群数量也在明显增
加，亚成鹤逆风起飞训练场面增多，少部分黑颈
鹤的飞行高度大大超过往日……

“经观测发现，临时飞到大山包进行中转和
北迁的外地黑颈鹤，包括来自巧家县马树镇大
海子湿地、永善县茂林镇永安湿地。”对此，现场
观测人员心知肚明：“种种迹象表明，黑颈鹤已
经在大山包保护区进行临时性和中转式的聚
集，正在做北飞迁徙的各种准备，即将飞回到四
川若尔盖湿地进行繁殖。”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
“鸟类熊猫”，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4500米的
沼泽、湖泊和湿地，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
原的鹤类。近年来，昭通大山包保护区鹤管局和
昭通大山包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通过退耕还
林（湿）、消除障碍、捡拾垃圾、人工投食、环保宣
传等保护措施，为黑颈鹤等候鸟提供了优良的栖
息环境，黑颈鹤数量逐年增加，最近两三年在大
山包的黑颈鹤数量都在1300多只，成为全世界
黑颈鹤越冬栖息的重要集聚地和北迁中转站，也
是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的国际重要湿地。

为了给黑颈鹤等候鸟顺利北飞迁徙补充充
足的能量，大山包保护区多措并举，实时增加了
食物补给量，加大了湿地巡逻防护力度，为它们
保驾护航。

3月9日，《云南省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暨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群众举报奖励办法
（试行）》开始实施。针对野生动物
非法食用、猎捕、杀害、交易、进出
口、展示展演等行为，群众举报或
提供线索且有重大价值、发挥重要
或关键性作用的，视情况给予100-
10000元奖励。

群众举报内容经核查属于发
生在云南省境内、违反肺炎疫情应
对工作行为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有明确举报对象及具体举报事实
或证据、举报内容事先未被调查或
处理、举报情况对应对疫情和野生
动物保护及打击野生动物非法活
动等工作有重大价值、发挥重要或
关键性作用，且经相关执法部门查
证属实的给予奖励。

举报人应当实事求是，不得虚
构、夸大、捏造事实，严禁借举报名
义对他人诬告、陷害或故意弄虚作
假骗取奖励，构成违法犯罪的，依
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省林草
局将对举报人、处理人身份等信息
保密，对造成举报人信息泄露或者
故意泄露举报人信息的，依法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举报电话为0871-
65011339。

本报记者 杨质高
通讯员 郭丽娜 王佳纯

越冬候鸟
最多时达3万只

“每年的10月份以后，就陆续
有候鸟迁徙到剑湖越冬。次年的
2月份立春后，灰雁、赤麻鸭、针尾
鸭等候鸟开始逐渐迁徙。到4月
初，候鸟全部迁完。”大理州剑川县
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副局长张望星说，“这几年，剑湖的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到剑湖越冬的
候鸟数量也一年比一年多，最多的
时候达到近3万只。”

近年来，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局通过剑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湿地恢复工程的实施，
剑湖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物种
不断丰富。每年到剑湖越冬的候
鸟中，珍稀保护鸟类有黑鹳、铜翅
水雉、灰鹤、彩鹮、白琵鹭、钳嘴鹳
等，越冬大雁由几年前的不到10
只，发展到现在的上千只，国家二
级保护鸟类灰鹤2019年也发现了
30多只。而留鸟中，紫水鸡的数
量也在稳步增长。近日，云南省紫
水鸡数量同步调查结果显示，剑湖
湿地紫水鸡数量 2019 年 1月为
1478只，2020年1月持续增长至
1678只，占大理州同步调查总数
2353只的71%、云南省同步调查
总数2659只的63%，为全国最大
的紫水鸡种群分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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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非法食用
野生动物等行为
最高可获1万元奖励

大部分候鸟已经迁徙

嵌入在高山之间如仙境一般的
湖光山色，神秘的摩梭文化，泸沽湖
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
客。在其四季景色中，候鸟的飞抵
栖息，泸沽湖观鸟也成了一种兼具
观赏及互动的完美体验。

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科普宣教和社区科科长李仲新介
绍，2月20日景区恢复开放后，随着
游客的光临和旅游活动的开展，湖
面上又见到了红嘴鸥的身影，但只
有百余只。“进入三月，大部分候鸟
已经飞离泸沽湖。”记者了解到，目
前湖面上及在湿地停留的候鸟还剩
白骨顶、红嘴鸥、赤麻鸭、大雁等几
个种类，再过几天最后批次的候鸟
也将离开。

李仲新说，如今剩下的，大都是
一些老、弱、病、残。工作人员一直
在进行候鸟的监控和巡护，从2019
年秋季第一批候鸟飞抵泸沽湖至
今，泸沽湖的候鸟季并未出现异常。

泸沽湖长期保持Ⅰ类水质，是
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中水质最好最
稳定的湖泊，来泸沽湖越冬的候鸟
从1997年的1万多只增加到2018
年的3万多只，主要以骨顶鸡、赤嘴
潜鸭、红嘴鸥、红头潜鸭、赤麻鸭、普
通秋沙鸭、凤头潜鸭、赤膀鸭、班头
雁等种群为主。

监测到1.6万只候留鸟

“去年冬天，我们监测到了白骨
顶、灰雁、赤麻鸭、鱼鹰等198个品
种的候留鸟1.6万多只。候鸟通常
都是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到达，11
月底全部到齐。次年的立春前后，
灰雁、赤麻鸭最先迁徙。这两天，白
骨顶也陆续开始迁徙了。到3月底，
所有的候鸟都会全部迁徙完。”鹤庆
县草海湿地管理局局长高翔鹄说。

据了解，通过17年的持续治理，
鹤庆草海湿地的水质从原来的Ⅳ类
逐步上升到Ⅲ类，局部区域达到Ⅱ
类，草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得到了逐
步恢复，植物种类恢复到了48科85
属107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
前来越冬。

高翔鹄介绍，鹤庆县还成立了
草海湿地管理局，组建12人的湿地
管护队伍，加强巡查巡护，“每年的
候鸟越冬季，我们采取的保护措施，
主要是加强巡护和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捕捉鸟类的违法行为。这几年
湿地周边老百姓爱护野生动物的意
识也加强了，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
没有发现过打鸟的行为。在巡查的
过程中，偶尔也会碰到受伤的候鸟，
我们就把它管护起来，喂养疗伤，伤
愈后再放回湿地。”

三地现钳嘴鹳鸟群

春暖花开的时节，昆明滇池湿
地迎来了36只特殊的客人——世
界濒危鸟类钳嘴鹳。

在滇池边的沼泽地里，钳嘴
鹳们或轻踱细步，或闭目小憩，或
翻找食物，或振翅欲飞，一派悠然
自得的景象。

钳嘴鹳又名亚洲钳嘴鹳，是一
种生活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鸟类，
全球主要分布于印度、缅甸及越南
南部，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13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双翅
展开时宽达81厘米，体型很大，体
羽白色至灰色，冬羽烟灰色，飞羽和
尾羽黑色，常常在沼泽地和湖泊滩
涂觅食鱼、虾等食物。

近年来随着滇池治理取得良好
成效，越来越多的野鸟频频造访滇
池，特别是晋宁区生态良好、湿地众
多，为钳嘴鹳提供了充足食源。自
2013年首次在滇池边发现钳嘴鹳
后，此后每年偶尔有发现，今年是发
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此外，曲靖市罗平县九龙街道
江边村、红河州金平县阿得博乡也
出现钳嘴鹳，它们时而在高空滑翔，
时而停在田边或沼泽地里觅食，引
起了当地群众的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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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云南

的 1116 个种和亚

种鸟类中，有295
个种和亚种在云南
全省或不同地区为
冬候鸟和旅鸟，如

在云南记录的32
种雁形目鸟类中，

就有29种为来此

地越冬的冬候鸟，
使云南成为鸟类的
重要越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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