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新闻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7月  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王文佳 本版视觉/邵晓艳

上周，一群“心急”的黑尾塍鹬从西伯利亚万里而来，降落在南汇东滩的水稻田
里。虽然候鸟秋迁即将启幕，但眼下仍是上海的“鸟荒”时节。南汇东滩显得冷冷清
清，鸟友们都去了滨江森林公园、世纪公园、共青森林公园、闵行体育公园、青西湿
地，寻找凤头鹰、黄苇鳽、水雉、紫寿带……
作为全球最“拥挤”的候鸟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上的重要

栖息地和补给站，上海的鸟类多样性在全球享有声誉。但因为绝大多数野鸟都栖息
在沿海的滩涂、田野，或者躲在公园的密林里，普通上海市民并不知道“家里有
矿”——一座世界级的鸟类之矿。
从崇明东滩到横沙岛东滩，从九段沙到三甲港，从南汇东滩到奉贤区、金山区的

沿海湿地、林地，上海曾经有着绵延不绝的候鸟天堂。如今虽然多少有点“支离破
碎”，但依然是全球举足轻重的候鸟栖息地。

夏日晌午，崇明北岸的一处滩涂上，成片的
芦苇随风摇曳。前来纳凉避暑的上海水牛，和
可爱的牛背鹭相伴成趣。牛背鹭是世上唯一不
食鱼而以昆虫为主食的鹭类。它除了喜欢站在
牛背上，还喜欢在翻耕的农田里觅食。这些年，
上海郊区农户看到的牛背鹭越来越多。在鸟类
专家眼中，牛背鹭是环境标志性鸟类，能在城市
周围生活、繁殖，表明当地环境不断改善。

上海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
道的中部，拥有非常丰富的鸟类资源，有许多适
宜鸟类的栖息地。上海已基本形成覆盖滩涂湿
地、公园绿地、公益林地、外环林带、丘陵山地和
内陆湖泊等各类生境的野生鸟类监测点网络。
据统计，包括牛背鹭在内，目前已经在上海记录
到鸟类   种。野生鸟类占上海野生动物种类
总数的  %，保护野生鸟类是申城野保工作的一
个重点。

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随着市民生活
质量和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加入
到观鸟大军。不管是在郊区还是在市区，上海

都涌现出了不少热门观鸟点。无论是麻雀、珠
颈斑鸠、白鹭等常见鸟种，还是“神话之鸟”中华
凤头燕鸥等偶然到访本市的海洋鸟类，都被广
大鸟友敏锐地发现并做有效记录。就拿去年9
月偶然到访世纪公园的“神话之鸟”来说，当时
在鸟友群中就引发了轰动，也吸引了广大网友
和媒体的热烈关注。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城市，因飞羽而更美
好。多年守护研究“神话之鸟”的鸟类生态学博
士陈水华说，鸟类可以消灭害虫，保护粮食，维
护生态平衡，为人类节省除虫成本。此外，鸟类
对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试想，如
果缺少了鸟类的存在，我们也就读不到“漠漠
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样的诗词了。
虽然鸟类的作用如此之大，然而现实却是鸟类
的生存危机也在不断加大，鸟类种群的数量正
在下降。

在国际鸟盟官方网站刊登的由劳（       
   ）撰写的《人类为什么需要野生鸟类——其
意义远超于鸟类需要人类》一文中写道，森林、

沼泽和草原等生态系统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人
们，即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也不能离开这
些生态系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保持全球气候稳定，制造天然氧吧，
并将有些污染物质转化为营养物质。如果没有
鸟类，其中的许多生态系统可能并不存在。

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根基。    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周年庆祝
大会上指出，要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把城市
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
园。我想，鸟一定是这个美丽家园中的一分子，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上海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届爱鸟周和
  届市民观鸟大赛，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爱
鸟少年，激发了许多人亲近自然的爱鸟热
情。我们应该继续为建立一个鸟类友好型城
市而努力。相关部门做好规划保护工作，专
家学者做好科普工作，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自
然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人人爱鸟护鸟”的良好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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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横沙东滩栖息的反嘴鹬 本报记者 沈月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