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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吴立高）野鸭、
灰鹳、大雁、鹭鸟、黑水鸡……近日，随着气温降
低，宁海湾迎来了众多南迁越冬的候鸟。水天一
色间，这些美丽的“精灵”有的在滩涂上觅食游
弋，有的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成为宁海湾一道亮
丽的风景。

位于象山港尾的宁海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
水域滩涂广阔，良好的湿地生态为迁徙鸟类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成为迁徙候鸟的天堂。目
前，每天都有上千只水鸟在这里停歇、觅食、补
给，养足精力后，大部分鸟类将继续南飞，也有少
部分鸟类在此“安营扎寨”越冬。

“前来过冬的属野鸭最多，大大小小都有，我
们当地人也称水鸭。”从事渔业捕捞的“船老大”
尤师傅说，野鸭喜欢群居，渔船驶过，时常惊起上
百只野鸭齐刷刷从水面上飞起，在半空盘旋后又
落到远处的水面上，

野鸭颈部羽毛大多是翠绿色的，在阳光照
射下闪烁着鲜艳的光芒，成群飞起来更是壮
观漂亮，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
观鸟拍鸟。

“宁波一共设有8个鸟类保护区，宁海湾
在象山港鸟类保护区内。”宁海县强蛟镇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宁海湾有很多小岛，是我国东
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优良海湾，
有着“海上千岛湖”美称。这里的滩涂和湿地
生长着可供鸟类食用的贝类、鱼虾和浮游生物，
形成了水、鸟、鱼独特共存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所以成为候鸟迁徙的理想“加油站”和重要栖息
地。

随着宁海湾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越
来越多的鸟儿选择在此繁衍生息。特别是狗山
岛上的鹭群在不断添丁增口，如今数量和品种齐
增，白鹭、苍鹭、岩鹭、斑鹭等多种鹭鸟和其他不
知名鸟类渐渐在这无人岛上“占岛为王”，成为名
副其实的“鸟岛”。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一下看到50多棵素
有“植物大熊猫”之称的银缕梅出现在眼前，市
植物研究专家林海伦坦言“内心很激动”。

这次发现于北仑区白峰上阳高山的银缕梅
群落，是迄今为止宁波境内发现的最大群落。

银缕梅之所以被称为“植物大熊猫”，是因
为早在6700万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
为我国特有种类。作为目前所有被子植物的始
祖，银缕梅对于研究东亚、中亚和北美植物区系
及金缕梅科系统发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999年，银缕梅被列入国家第一批公布的
51种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目前，其野
生种群分布极其狭窄，仅零星分布于江苏南部、
安徽中部和浙江西北部。其中，浙江省内仅有
天目山和龙王山有很少量发现。

如此“稀罕”的银缕梅却“偏爱”我们宁波。
2017年4月，林海伦在四明山奉化区境内发现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赵帅）“我在山脚下捡到一只鸟，脸
竟然长得跟猴子一样，从没见过。”
12月18日下午，奉化莼湖街道西谢
村村民谢贤泽向莼湖街道森林公安
民警爆料，自己捡到了一只长着猴
子脸的鸟。

谢贤泽说，这只奇怪的鸟是他
在莼湖公园边的山脚下捡到的。“嘴
巴带钩，脚爪很锋利，长得像猫头
鹰，脸却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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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像猫头鹰，却有一张猴子脸

猴头鹰被救了！

在碧水蓝湾
的“海上千岛湖”

候鸟来了！

被称为“植物大熊猫”

银缕梅现身了！
20多棵银缕梅群落，这也是宁
波境内首次发现银缕梅的身
影。同年5月，林海伦在余姚市
四明山镇高山考察时又遇见一
片银缕梅群落，不大的区域范围
内总共有20多棵大小不一的植
株。之后，我省植物专家在四明
山镇调查古树时，在一个小村庄
附近发现两棵10多米高的银缕梅
古树。

这回银缕梅群落的发现地位于
北仑区白峰上阳的高山。

“在长约2.5公里的山顶狭长区
域范围内，一共发现 50多棵银缕
梅，多数生长在迎风坡上。”林海伦
说，“保守估计，该区域内的银缕梅
种群数量在100棵以上。”

原来，这个“萌物”叫猴面鹰，估计只有两三个月大，
个头类似小鸡，还不会飞。经当地森林公安救助，将它
放归山林。

相关资料显示，猴面鹰是草鸮属14种猫头鹰的通
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长着一张猴脸，有一双大眼，属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别看猴面鹰外表有点萌，人家可是食肉一族。猴面
鹰属于中型猛禽，栖息于丘陵和农田村庄附近的森林
中。众所周知，猫头鹰是捕鼠能力最强的鸟类之一，猴
面鹰也是捕鼠高手，平日里以鼠类和野兔为食，偶尔捕
猎中小型鸟类、青蛙、鱼和较大的昆虫等。

候鸟在宁海湾小岛的树上栖息。
通讯员 吴立高 摄

银缕梅开花枝条。 通讯员 林海伦 摄

被救助的小猴面鹰。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