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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半年试运行，镇海蛟
川 街 道 第 一 家 “ 全 科 ” 工 作 室
——胡舜颐工作室，于日前正式
挂牌。该工作室是帮带新人、矛
盾调解、平安建设“三位一体”
的综合“诊室”，既可以发挥老
基层工作者的光和热，又能作为
基层治理的有力支撑，重新定义
了基层品牌工作室。

64 岁的胡舜颐已退休，以前
是 当 地 五 里 牌 社 区 的 党 支 部 书
记，有着 30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今年初在社区牵头下，以老胡名
字命名的工作室开始试运行。

如 今 ， 社 区 队 伍 趋 于 年 轻

化，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加快
社工成长？“可以邀请师父作为特
聘‘教师’，采用一对一教学的方
法，快速提高社工素质。”现任社
区党支部书记张丽萍是胡舜颐一手
带出的徒弟，同时也是老胡工作室
的成员之一。在她盛邀下，老胡成
了社工培训班的“班主任”。

上任初始，老胡便认真分析研
究了“学生”的情况：年轻社工普
遍文化程度较高，接受能力强，但
不够接地气；社会阅历不足，面对
复杂问题时缺少应变方法。

为此，老胡根据每名“学生”
的 性 格 特 点 ， 自 行 编 纂 了 “ 教
材”，提出社工要过“三关”：语言
关，讲居民听得懂的话，说居民想
听的话，拉近彼此的距离；行为
关，自身要过硬，对待居民一视同

仁，不能厚此薄彼，尤其对待流动
人员，要把他们作为本地居民对
待；处理关，处理问题要因地制
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法。

理论离不开实践。老胡带着“学
生”走访居民，先后处理各类问题
100 余个，对每个问题形成书面案例
进行剖析、讲解、点评。通过一系列
帮带措施，短短几个月，他带的 3 名
社工已经出师，在社区独当一面，并
成了工作室的“全科”成员。

作为农村社区的代表，五里牌
0.14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 2700
多间老旧平房，有的甚至是“百年老
宅”，已经不太牢固，老人和外来租
客为主要居住群体，“老旧破、多乱
杂”是其生动写照。6 公里长的村道
蜿蜒其中，很多地方连消防车也开
不进去。居民主要矛盾多为家庭纠

纷、邻里不睦等，若处理不当易引发
一系列后遗症。因此，安全压力一直
积在社区人员心头。

为此，胡舜颐工作室又主动承
担了矛盾调解、平安建设的任务。

“师父说调解中既要讲情，又
要讲理，既要言语柔和，又要绵里
藏针，原则和底线要坚守，适当的
妥协让步也需要。”工作室的成员
们一直牢记老胡的教诲。

五里牌社区有一处老宅的门楼
年久失修，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但
该门楼涉及三户居民共同所有，大
家意见不统一，导致拆除一事迟迟
得不到解决。7 月，老胡工作室的
成员们挨家挨户上门调解，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劝居民迁至别处暂
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户居
民最终同意拆除门楼，目前拆除工

作已圆满完成。
据了解，胡舜颐工作室自增设

调解功能以来，已化解各类居民矛
盾 120 多 件 ， 一 次 化 解 成 功 率 逾
98%，为基层调解积累了宝贵经验。

平时，老胡和成员们经常到居
民家中走访，查看消防设施，检查

用电线路等。前段时间，居民统一
更换橡胶燃气软管，工作室成员们
全程参与，每天起早贪黑到居民家
中帮忙更换，赢得大家点赞。

目前，胡舜颐工作室已有 5 名
成员，“全科”功能正在不断扩展
中，全力以赴解民忧、保民安。

集帮带新人、矛盾调解、平安建设于一体

镇海蛟川有了“全科”工作室

中华凤头燕鸥的成功繁殖让这个
项目的工作人员信心倍增。从 2014 年
开始，工作人员选择直接在中铁墩屿
搭帐篷、建木屋，以便更近距离地观测
燕鸥，同时升级了音效设备。2019 年，
为方便登岛，大家特意在中铁墩屿靠
近人类生活区的一侧，新建了一座简
易码头，即使碰上大风浪也能上岛。

“这几年，岛上的条件是肉眼可见
地变好了。”丁鹏说，今年基地配备了
8 块太阳能板，设有 3 个观鸟木屋、2 个
监控点和两间板房，实现 24 小时全程
监控，两间板房还被划分成工作区、居
住区和储物间，配备抽水泵和按键式
冲水马桶。以前，十天半个月才有一条
补给船过来，现在基本一周送一次货，

还可按需下单。
“除了居住环境，今年我们给鸟类

的栖息地也升级了。”丁鹏表示，中华
凤头燕鸥不喜欢植被太高的地方，所
以保护区工作人员上岛后会先除草、
平整栖息地，以免坡度过高使得鸟蛋
滚落，导致弃巢的情况发生。同时，中
华凤头燕鸥习惯在裸岩上繁殖，因此
在平整好地块后，工作人员还铺设了
碎石子，为燕鸥群营造安全舒适的栖
息场所。

了解了凤头燕鸥种群的迁徙状

况，就能为其种群的保护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中华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
测项目的工作人员从 2015 年开始，对
凤头燕鸥幼鸟进行环志工作，至今已
累计环志 1200 余只幼鸟，其中今年组
织 30 余名海鸟保护志愿者，驻岛两天
一夜，为新一代 198 只凤头燕鸥幼鸟
办理了“身份证”。“每只幼鸟左脚戴金
属环，右脚戴塑料环。”浙江自然博物
院研究员范忠勇介绍，金属环相当于
鸟类的“全球身份证”，比较耐用；而绿
底白字的塑料脚环则比较醒目，有利

于野外观测。
环境受到保护后，不仅燕鸥回来了，

岛上的物种也丰富起来，就连对生态条
件极为挑剔的欧亚水獭也被发现在此栖
息。除了中华凤头燕鸥，总面积 484.78 平
方公里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还有大黄
鱼、曼氏无针乌贼、江豚及海洋岛礁生态
系统。近年来，保护区还联合国内专家团
队，通过被动声学监测手段对江豚开展
重点保护和研究，同时利用红外触发相
机等，对保护区内新发现的欧亚水獭种
群分布等开展调查。

“物种平衡是生态环境的保障，我们
将尽最大努力为濒危的物种提供更好的
生存空间，保持生物多样性。”象山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杨梓良说。

为濒危物种提供更好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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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守护““神话之鸟神话之鸟””的象山路径的象山路径

雪白的羽毛，黑色的喙尖，燕子
一般分叉的尾巴，一顶黑色冠羽……
这就是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
头燕鸥。

作为全球目前已知的五个中华凤
头燕鸥繁殖地中最大的一个，象山韭
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年的招引
保育工作于 4 月 20 日启动。截至目
前，落于中铁墩屿招引保育场的大凤
头燕鸥，最多时有 5000 余只；最多
观测到 84 只中华凤头燕鸥成鸟，创
下了全世界该鸟种一次最多观测数量
的新纪录。

今年，已有 2000 只燕鸥雏鸟在
岛上孵化成功，其中 22 只为中华凤
头 燕 鸥 雏 鸟 。 自 2013 年 开 始 实 施

“神话之鸟”招引与种群恢复工作以
来，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累
计成功招引繁育115只中华凤头燕鸥
幼鸟，占世界各繁殖地总量的 80%以
上。

中华凤头燕鸥极为罕见，曾有 60
多年未见其踪影，一度被认为已经灭
绝。直到 2000 年，中华凤头燕鸥才在
福建沿海的马祖列岛重新出现，这让
不少鸟类爱好者不禁猜测：在岛屿众
多、自然环境相似的浙江沿海,是不
是也生活着这种“神话之鸟”？

2003 年夏天,浙江自然博物院鸟
类学家陈水华带领研究团队开始对
浙江东部 3000 多个岛屿进行搜索。同
年，象山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生物，在
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 1100 多
平方公里的韭山列岛海洋生态省级自
然保护区。好消息很快传来了！2004
年陈水华及其团队在对韭山列岛进行
鸟类的本底调查时，在将军帽岛发现

了 20 多只中华凤头燕鸥。
那时，附近渔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还

比较淡薄，经常上岸偷鸟蛋，附近作业
的渔船也对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造成
了一些影响。“中华凤头燕鸥是很敏感
的动物，一旦繁殖失败，接下来几年将
不再回来繁殖，保护工作也由此进入停
滞状态。”韭山列岛保护区管理员丁鹏
说。他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
员，多年来一直负责“神话之鸟”相关项
目，成为一名守鸟人。

2007 年，有人在韭山列岛的将军

帽岛再次发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踪
迹。但各界爱鸟人士没高兴多久，一
个老问题立马给他们泼了盆冷水：原
先偷鸟蛋的行为依旧屡禁不止，沿海
大排档里一个鸟蛋的价格几年里从 7
元涨到了 35 元。在利益诱惑下，当时
1000 余枚燕鸥蛋被“席卷一空”，直接
导致了 2007 年燕鸥繁殖失败。而且
韭山列岛远离大陆，执法人员很难立
即上岛阻止。

人为捡鸟蛋行为已经严重影响
了燕鸥的繁殖。为改变这一现象，相关

部门决定从 2008 年开始，于每年 5 月至
8 月，定期开展“爱鸟护岛”行动。志愿者
们通过发放传单、去学校开展科普讲座
等方式，提升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2011
年 4 月，韭山列岛由原来的省级海洋生
态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
然面积缩小了近一半，但项目扶持力度
更大了，保护也更有针对性。

两次错失中华凤头燕鸥

前两次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失败，
让象山县相关人士意识到寻求专家帮
助、学习正确引鸟育鸟技术的重要性。
同时，鸟类专家也意识到让中华凤头
燕鸥在马祖列岛相对集中进行繁殖，
不利于壮大种群，而且一旦受台风等
因素影响，就容易出现自然繁衍失败
的情况。

象山韭山列岛因其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和附近海域生物种群的丰富
性，再加上之前两次发现过中华凤头
燕鸥的踪迹，故顺理成章成为“神话之
鸟”人工招引地的适宜之选。

2013 年 4 月 1 日，象山韭山列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浙江自然博物
院、美国俄勒冈州州立大学和国际鸟
盟等机构，在韭山列岛正式开展中华
凤头燕鸥招引和恢复监测项目。

经过一番筛选，该项目最终把招
引地定在中铁墩屿，并安装了 300 只
燕鸥假鸟、太阳能供电系统及播放燕
鸥叫声的音响设备，希望能将“神话之
鸟”引过来。“原先发现中华凤头燕鸥
的将军帽岛处在韭山列岛外侧，风浪
大、地势陡，经专家评估不适宜中华凤
头燕鸥及雏鸟生存。”丁鹏解释，“相比
之下，中铁墩屿风浪小，地势较为平
坦，不远处还有积谷山岛，方便志愿者
驻扎观测。”

丁鹏和美国俄勒冈州州立大学学
生康妮成了第一批驻岛观测志愿者。
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海岛时光，丁鹏不

免有些感慨：“岛上没有自来水，只能
收集雨水，要用水的时候撒些漂白粉
就对付过去了。十来天才有人上岛送
补给，因此每顿饭都要精打细算。”

但对丁鹏这样的志愿者来说，最
痛苦的莫过于没有成果。“我们每天清
晨 5 时起床，用单筒望远镜对着中铁
墩屿寻找海鸟的踪影，但经常一天下
来毫无收获，也渐渐开始怀疑用假鸟、
放燕鸥叫声等方法是否能引来中华凤
头燕鸥。”丁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
家不禁萌生了退意。

就在当年 7 月 18 日大家打算撤退
时，丁鹏观察到几十只大凤头燕鸥，这

让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因为数量稀少的
中华凤头燕鸥喜欢混在大凤头燕鸥种
群中，于是丁鹏决定留下来再“碰碰运
气”。

7 月 22 号，仿佛心有灵犀一般，丁鹏
一早和同事们前往中铁墩屿。“那是我此
生从没见过的景象，成百上千的鸟在空
中飞舞盘旋。”丁鹏赶紧把鸟群拍下来，
发给浙江自然博物院的专家，最后确定
其中有几只就是中华凤头燕鸥。

事后调查发现，原来那一年受台风
“苏力”影响，燕鸥鸟群在马祖列岛繁殖
失败后来到韭山列岛。据统计，当年有
19 只中华凤头燕鸥、3300 多只大凤头燕
鸥上岛，至少 2 对中华凤头燕鸥成功繁
殖。这意味着韭山列岛的这个项目在第
一年就取得了成功，而以往类似的项目
通常需要 3 至 5 年才能取得成效。

“神话之鸟”成功落户繁殖

老胡带领工作室成员排查房屋安全隐患 （沈孙晖 李洁 摄）

▲中铁墩屿上的鸟群
与积谷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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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用围布将燕鸥雏鸟圈起来，进行环志初期工作

▶“神话之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