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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它”千百度
体圆，头大，颈黑色，具有绿色

光泽，眼白色。乍一看，青头潜鸭与

其他水鸟无异，外行人不懂门道，
可能会将它误认为普通的野鸭。但

对观鸟爱好者来说，能拍到青头潜
鸭是极为幸运的事儿。每看到一

只，就是“千分之一的遇见”。

青头潜鸭是罕见的季节性候
鸟，主要分布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

北部，每年 10月中旬至 11月初陆
续从北往南迁徙，寻找温暖的越冬

地。早在 2012年，青头潜鸭就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列为“极危”物种，“极危”是
名录中野生种群受威胁的最高等

级。据了解，目前全球只有 1000多
只青头潜鸭。2021年 2月，青头潜

鸭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第一次看见青头潜鸭，特别
激动。”00 后王怡成观鸟时间不

长，但谈起鸟来滔滔不绝。偶然
间，他加入南汇观鸟爱好者的微

信群，便爱上了这一活动。几乎每

周，他都会乘坐轨交 17号线来海
边观鸟，享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的时光。
几天前，微信群里有“鸟友”分

享偶然拍到的青头潜鸭照片，引起
大家热议。为了一睹它的“芳容”，

王怡成和朋友相约一起来观鸟，几
经寻觅，都没有发现青头潜鸭的身

影。天色渐暗，他只好匆匆拍了几
张图，悻悻而归。不成想，回家整理

照片时，却惊喜地发现，青头潜鸭
已悄然“入”画。“它混在鸟群中不

好辨认，当时又是逆光拍摄，我在
现场没看清楚，回来却发现，自己

已和青头潜鸭不期而遇。真是众里

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
火阑珊处！”王怡成感慨。

禽鸟翩跹水云间
阚红莉也是一名观鸟爱好者，

就住在南汇新城，这次“闻鸟而

动”，群里一看到消息就赶往三三
公路附近的池塘寻找青头潜鸭。幸

运的是，没花太大功夫，她就成功
找到了。阚红莉的本职工作是中学

教师，她坦言最初受邀参加观鸟活

动时，并不理解那些爱鸟人的热

情，说“没什么好看的”。结果呢？参
加一次就“入坑”，观鸟成了她的一

大爱好。
观鸟究竟有何魅力，能让爱好

者在寒风中长时间驻足，只为拍到
一个珍贵的画面？阚红莉说，每当

看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千百只鸟

振翅齐飞，成群掠过，浩浩荡荡，都
会感觉震撼至极。大自然令人敬

畏，也治愈人心。
南汇东滩因水草丰美，食物种

类多样，历年都会吸引大量野鸟停
留。今年年初，浦东新区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站临港工作人员在南汇

东滩单日监测到的雁鸭类峰值就
接近 6万只，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小天鹅超过 500只，还首次记录
到长尾鸭、翘鼻麻鸭、赤麻鸭等 14

种鸭科鸟类。
为何这里会成为“鸟的天堂”？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表

示，地处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的
临港，处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

迁徙路径上，本来就是候鸟集结南
迁北往的必经之地。近年来，随着

上海不断“加码”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法规相继

出台，鸟类栖息环境逐渐向好，出

现“禽鸟翩跹水云间”的秋冬美景
不足为奇。

留片净土给鸟儿
观鸟爱好者看惯了大场面，为

何会为青头潜鸭的到来雀跃不已？

这和它的稀有性有关。三十多年
前，青头潜鸭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种

群，量级有数以百万计。但是，由于
北方栖息环境的改变，近年来，青

头潜鸭的种群减少非常快，目前全

球仅剩一千余只。
青头潜鸭是一种水鸟，非常依

赖水环境。这些年，青头潜鸭的栖
息地开始南迁，南汇东滩的湿地环

境成了它们合适的落脚点。多位观
鸟爱好者都曾在这里发现青头潜

鸭的身影。
不过，王怡成认为，这并不是

一件值得祝贺的“喜事”，反而应该
引起我们的反思。“青头潜鸭之所

以越来越稀少，是因为它们的生存
环境遭到了破坏。它们可迁徙、逗

留的空间越来越少，我们才会在南
汇东滩看到它。”据了解，青头潜鸭

主要栖息在山区森林地带多水草
的小型湖泊、水塘和沼泽地带，对

栖息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堪称环境
质量好坏的“指标生物”。繁殖期筑

巢于浅水或高于水线的挺水植被
中，高温天气、洪涝、强降水和人类

活动都有可能导致青头潜鸭繁殖
失败。“南汇东滩是候鸟迁徙必经

之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资源，为
鸟儿留一片净土至关重要。”王怡

成呼吁。

何鑫也强调，保护濒危物种，
其实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类是

离不开整个生态环境的。任何一
个物种都是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

如果消失，必然引起连锁反应。所
以，保护青头潜鸭这一极度濒危物

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杨欢

南汇东滩来“稀客”：全球仅剩千余只，堪称鸟中“大熊猫”

    又是一年候鸟迁
徙季，作为鸟儿热门
“度假地”和“中转
站”，上海浦东新区的
南汇东滩，迎来一批
“远方的客人”———凤
头潜鸭、罗纹鸭、红头
潜鸭……群鸟云集，
让这里的深秋一派热
闹景象，吸引一批又
一批观鸟达人聚集于
此。近日，他们中有人
惊喜地发现，堪称鸟
中“大熊猫”的青头潜
鸭也来南汇东滩做客
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远方的客人”来上海，说明了什么？
    被称为“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在鸟界的“江

湖地位”不言而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
长汤臣栋介绍，青头潜鸭数量稀少，2020年冬季的

最新调查数据为1500只，比大熊猫的数量还要稀
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今年《中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后，青头潜鸭
被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种鸟类的境内繁殖地在黑龙江、吉林、辽

宁等东北地区，境外繁殖地在俄罗斯、蒙古等国，
越冬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等

沿海地区也有记录。”汤臣栋说，“它对于环境的
要求极为苛刻挑剔，喜欢有开阔水面的湖泊沼

泽，还喜欢下潜，水深至少50厘米以上，一般要达
1.2米至1.5米。此外，丰富的食物和较少的人为干

扰，也是吸引青头潜鸭的关键。”
相关资料显示，青头潜鸭并非首次现身上海，

2013年开始，在横沙东滩、宝钢水库、崇明东滩都曾
记录到它的身影。近几年临港新片区南汇东滩的记

录非常稳定。汤臣栋表示，青头潜鸭一直有零星观

测记录，初步判断它们每年都会来上海：“虽然不是

首次来沪，但连续几年它们都不请自来，说明在快
速城市化中，科学地规划、保留河湖湿地沼泽，对鸟

类栖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例如，崇
明东滩湿地生态修复之后，形成了大量水面和湿

地，越冬小天鹅的数量连年创新高，今年更达到了
844只，这就是湿地保护保育的成功案例。”

汤臣栋说，被国际鸟盟认定为“国际重要鸟区”

的南汇东滩，对生态的意义与崇明东滩相差无几。
青头潜鸭在此现身，说明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做到

“人鸟和谐”还是有可能的。这也提醒政府部门，开
发中要科学规划河湖湿地，因势利导保留水环境功

能，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解决鸟类栖息问题，履行
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这些‘珍贵的客人’近悦远来，体现了城市发
展的生机活力，凸显出生态绿色发展的底色。当你

站在湿地边，看到身畔小天鹅、雁鸭环绕飞舞的壮

观景象，是真会被震撼到流泪的。”汤臣栋这么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千分之一的遇见青头潜鸭

    近日，杭州萧山区警方捣毁一个

贩卖演艺明星等公民个人信息的犯
罪团伙，抓获 4名犯罪嫌疑人。 除了

售卖演艺明星航班信息，犯罪嫌疑人
还组织追星族在其手中购买“送关机

票”，让追星族通过机场安检，进入到
候机大厅。

机场是公共出行的场所，不是追

星的“舞台”；行程是公民隐私，不能
成为牟利的“摇钱树”。明星也是普通

人，今年 1月 1日实施的《民法典》、

11 月 1 日实施的 《个人信息保护

法》， 都明确规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 而在《刑法》中，对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应受的刑事处罚也有明

文规定。

理性追星，不仅可以收获乐趣，

还能以偶像为榜样，具有正向作用。

但是不理性追星，却让“饭圈”乌烟
瘴气，更是滋生了黑色产业链，贯穿

于“线下”和“线上”，像个人信息、私
人行程等在一些平台上成为商品并

明码标价， 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明

星的个人生活。今年 3月，一位明星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取消了值

机， 到了机场准备过安检的时候才
发现自己没法登机， 而此时柜台值

机也结束了。

肆无忌惮地侵犯明星的个人隐

私， 不仅会给明星带来很大困扰，更
是会给公共安全秩序带来隐患。像此

次的犯罪嫌疑人组织追星族购买“送
关机票”，只要追星族过了安检之后，

犯罪嫌疑人马上会组织追星族退票，

中间扣几十元钱，作为“送机”的“费

用”。 这种为了近距离接触明星而反
复买票、退票，动辄把机场通道围得

水泄不通等行为，严重扰乱了民航飞
行和机场的公共秩序。

“饭圈”不能成为“疯狂”的代名
词，追星更不能没有底线。对于像“偷

窥”个人隐私这样的“饭圈”文化，除

了法律要出手，网络平台，特别是“饭
圈” 较为集中的平台应切实负起责

任， 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规则和制
度，禁止明星隐私信息的买卖，主动

过滤掉有害内容，处置不良信息。

追星决不能任性而为，有悖于公

序良俗，更要守住法律底线。 根治畸
形“饭圈”文化，需要标本兼治，既要

依法严惩贩卖明星隐私者，更要营造
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呵护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

追星须理性，法律底线不容触犯 方翔

    本报讯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信息：昨日宁
波通报 1 例本土确诊病例和 2

例无症状感染者，三人系同住家
属。该确诊病例 11月 22日来

沪，当天返回宁波。11月 25日
在当地核酸检测为阴性。12月 5

日，核酸检测异常。

我市立即对其在沪活动轨
迹进行流调，对相关人员和环境

进行筛查，对所涉及场所进行消
毒，相关情况如下：

经流调追踪比对显示，该确

诊病例和 11月 25日报告的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本市

没有直接接触。
截至 12月 7日 8时，本市

已筛查其在沪相关人员 16590

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

计检测环境样本 821件，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我市已根据国家和本

市防控要求，落实相应的防控措

施。 据上海发布

    外省市通报1例本土
确诊病例， 我市已筛查其
在沪相关人员16590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