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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刚从宁波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不到一年的丁鹏，被调派参加韭山列岛自然保
护区的“人工引导干预鸟类选择繁殖地”项目，
在中铁墩屿放置400只与中华凤头燕鸥同样
大小的假鸟，并配置鸟声回访系统，招引濒临
灭绝的中华凤头燕鸥在岛上栖息并繁殖。

当时，丁鹏住在中铁墩屿对面荒无人烟
的积谷山进行监测工作。他的住所和工作
室就是一个简易的工棚，淡水是靠水窖积攒

的雨水，提前一天撒点漂白粉煮开就喝，更
别提洗澡了。用电要靠太阳能发电机，阴天
储备的电能只够给手机充电。在苦守40多
天一无所获，同行的美国研究生返回后，丁
鹏却在当年7月意外发现招来了19只中华
凤头燕鸥。他兴奋地留了下来，一直住在岛
上坚守到10月。

2013年9月19日是中秋节。中秋前夕，
住在岛上的丁鹏受杭州一家广播电台之邀，

给远在兰州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因为当
时在岛上条件有限，丁鹏就用手机写了发给
电台记者拜托他们打印寄给父母。

8年后的中秋节这天，当记者向丁鹏索
要这封家书时，远在兰州的丁鹏妈妈没过多
久就用手机把儿子写的家书拍了过来。丁
鹏说，当年妈妈收到这封家书，看了都快哭
了。他没想到，整整8年过去，母亲还把这封
信保存得如此完好。

中华凤头燕鸥守护者丁鹏：

与“神话之鸟”结下不解之缘
32岁的丁鹏，是甘肃兰州人，在象山从事中华

凤头燕鸥的保护工作已有9个年头。8年前，他曾
驻守在韭山列岛中铁墩屿对面的积谷山，和中华凤
头燕鸥一起度过中秋。今年中秋佳节，他依然留在
象山，为参加月底在省里举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做最后的冲刺，在更大的舞台
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关注“守护神话之鸟——中华
凤头燕鸥志愿者行动”……

丁鹏说，在宁波9年，他与“神话之鸟”结下了
不解之缘，而“红娘”就是特别注重生态保护的“绿
色宁波”。

在大学里，丁鹏学的是航海技术，对生态保
护、动植物一窍不通。但在守护中华凤头燕鸥这
么些年后，他从一个“小白”变成了专业人士。

在岛上，最难耐的是寂寞。于是，他培养
了摄影的兴趣爱好，拍各种鸟，阅读各种关于
鸟类的书籍。渐渐地，他爱上了这份工作。

丁鹏长期工作的韭山列岛是目前全球
已知的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中华凤
头燕鸥仅有的5个繁殖地之一。目前全球种

群数量不超过150只，而自2013年丁鹏等人
参与招引以来，韭山列岛繁殖地已成功孵
化、繁殖出115只中华凤头燕鸥。这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丁鹏介绍，自2013年实施“中华凤头燕
鸥招引保育行动”以来，他们联合渔政部门
阻止相关破坏行为，还专门请来捕蛇者捕
蛇，避免蛇吃鸟蛋，扩大平整了栖息地范围，
修筑了简易码头、人行便道、志愿者工作和

休息的板房，安排了一艘24小时值守的护岛
船接应志愿者……

去年，丁鹏参与的中华凤头燕鸥种群抢
救保护工程建设获得“全国野生动植物卫士
奖——先锋卫士”，这让他觉得做这份工作
非常有意义。

“‘绿色宁波’，也是让我留在这里工作
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丁鹏说。

记者 张晓曦

与“神话之鸟”结下不解之缘，“绿色宁波”是“红娘”

8年前中秋前夕，他窝在荒无人烟的海岛写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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