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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哪些地方适合观
鸟？专家表示，在市区观鸟，
可选择日湖公园、月湖公园、
江北慈城的慈湖公园等；山林
观鸟，可选择海曙区章水、横
街等地的四明山区域，天童国
家森林公园，以及北仑的九峰
山等地；海边水鸟数量最多，

除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外，还
有杭州湾沿线的滩涂、水塘
等。

市民在观鸟的时候，应该
注意些什么？慈溪市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外联组织部长杜
晓说：“观鸟，最重要的一点是
保护自身的安全，有些鸟类如

鹰、隼等猛禽，攻击力强，不要
近距离观赏，更不要触碰；其
次，选择适合的观鸟场所，观
鸟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哗，更
不能闯入它们的巢,以免惊扰
到它们。”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汪伟华 朱宁溪

这里定期栖息有2万只以上水禽
宁波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在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启幕

今年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爱鸟周”40周年，今年的主题是“爱鸟护鸟 万物和谐”。昨
天上午，宁波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爱鸟周”活动在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拉开帷幕。

记者从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目前全市有记录的鸟类有425种，其中杭
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已记录鸟类达303种，约占七成。

近年来，杭州湾国家湿地
公园发现的鸟类数量和品种逐
年增加，这里已成为候鸟迁徙
路线中的重要驿站，是宁波的

“观鸟天堂”。
目前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

共发现多少种鸟类？中国林科
院亚林所博士焦盛武表示：“根
据我们所设立的浙江杭州湾湿
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
站定期的调查、监测和评估结

果显示，目前杭州湾国家湿地
公园记录的鸟类已从最初的
220种增加到303种，呈逐年增
长趋势。其中记录列入 IUCN
红色名录的受威胁鸟类共有2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的鸟类62种，湿地定期栖息
有2万只以上的水禽。”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总量
不足150只的卷羽鹈鹕东亚种
群，2016年12月在杭州湾国家

湿地公园记录到65只，且停留
时间超过1个月。

此外，杭州湾国家湿地公
园还记录了浙江省所有的白
鹤、白头鹤、白枕鹤、灰鹤等4种
鹤类，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东方白鹳
等珍稀濒危水鸟。公园还建设
了国内首家以候鸟为主题的候
鸟博物馆。

杭州湾湿地公园已成“观鸟天堂”

据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
市共有野生动物546种（鸟类
425种、爬行类41种、两栖类31
种、兽类 49 种），其中国家一级
16种、国家二级63种。

按新发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我市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从12种增加到16
种，新增的为中华凤头燕鸥、镇

海棘螈、卷羽鹈鹕、黑脸琵鹭，
增幅达1/3。

目前，我市每个区县(市)都
建立1个野生动物救护站点，能
实现就地快速收容救助。在珍
稀濒危物种的抢救保护上，目
前全球种群数量约100只的中
华凤头燕鸥在象山韭山列岛发
现 76 只，并成功孵化幼鸟 19
只；镇海棘螈保持150尾幼体，

缓解种群濒危状况。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王立志
表示：“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
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希望全
社会行动起来，同心协力，加大
执法，创新宣传，自觉爱鸟护
鸟，保护野生动植物，共同守护
好宁波的绿水青山，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宁波。”

全市有记录的鸟类达425种

哪些地方适合观鸟？如何正确观鸟？

迁徙季节的杭州湾滩涂水鸟。 记者 张海华 摄

“共享舞厅，营业啦！”随着老方的一声吆
喝，鄞州区东柳街道幸福苑社区公园，瞬间响
起舒缓的舞曲。老方则守在一旁，脚边就是一
台音箱，这是属于他的一方天地。

老方叫方国元，今年70岁。从2000年开
始，他义务给小区居民当起音响师。这件看似
不起眼的小事，他已经干了21年。

2000年，老方刚入住幸福苑社区，饭后经常
和老伴去社区公园散步，但偌大的公园却很冷清。

“社区老年人多，我想着这么好的公园，不
跳交谊舞太可惜了！”老方无意间和鞋店老板
郭继飞聊起这件事，郭老板当即拍胸脯：“音
箱，我负责！”

在老方家里，记者看到角落里放着几个老
式音箱，有的已经落灰了。“这21年里，音箱换
了10来个，我自己起码买了6个，有的是其他
热心居民送来的。”

买音箱容易，找歌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
定期更换歌曲，老方可谓煞费苦心。

慢慢地，告别了碟片时代，老方开始在网
上下载歌曲再用U盘录入。虽然这些工作挺
繁琐，但老方却做得不亦乐乎。

公园里的圆形广场，就是居民眼里的“舞
池”。夜幕降临，灯光闪烁，这里就成了小区最
热闹的地方。

“在我们公园，最热闹时有170多人跳舞，
有些甚至是从五乡和邱隘赶来的……”说起这
些，老方的表情一下子生动起来，言语之间多
了几分自豪。

21年来，只要天气好，每天19:00-20:
30，老方都会准时拉着音箱出门。音乐响起，
公园瞬间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方小小的“共
享舞厅”，老方还制订了“文明规约”。

21年来，除了刮风下雨和中高考，音乐都
会准时响起。如果老方有事要出门，他会托志
愿者帮忙，绝不失约。初夏的夜晚，凉风习习，
有时候大家跳得正尽兴，时间到了，还想让老
方再放一曲。但他还是那句话——“今天营业
结束，明天再来吧！”说笑着，就把音乐关了。

记者注意到，老方的音箱上，划着一道线，让
音量绝不“越界”。“跳舞归跳舞，不能影响到别人。
如果谁偷偷把音量调高了，我肯定是要管的！”

在居民眼里，老方还是个爱管闲事的“和
事佬”。

去年，社区实行桶边督导，起初报名的志
愿者不多，老方又出手了。“你们有时间跳舞，
怎么就没时间做垃圾分类志愿者？”每次有居
民来跳舞，老方就忍不住唠叨。在他的“软磨
硬泡”下，很多人成了垃圾分类志愿者。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曾紫薇
通讯员 赵美鋆 邵含芝 文/摄

义务给小区居民当音响师

这件不起眼的小事
他坚持了21年

老方和他的音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