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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刚过不久，年
终岁尾又将迎来购物旺季。
眼下，一方面消费越来越被
寄予拉动经济增长的厚望；
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水平不
断 提 高 ，“80 后 ”“90 后 ”

等新兴群体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在科技进步和工业文明推动下，现代商业社会

创造出了极大丰富的商品，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物
质享受和生活便利。然而，凡事总要有“度”，我
们鼓励消费，并不意味着提倡浪费。

消费和浪费，虽一字之差，却差之千里。消费
是为满足自己所需，取之有度；而浪费却是超出合
理需求，无度挥霍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资源。

当前，面对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和全球气候变化
愈演愈烈的威胁，越来越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环保
意识的人士开始思考：在扩大消费和保护生态环境
之间，如何才能求得平衡之道？

这并非危言耸听。地球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且
不说石油、煤炭等油气、矿产资源生成时间短则几
十万年、长则数百万年甚至上亿年，就连培育一棵
树也需要“十年树木”；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
多年积攒下来的“家当”被急剧消耗，这个美丽的
星球逐渐变得千疮百孔，它的“脾气”也越来越喜
怒无常。

当然，反思消费至上主义和过分崇尚物质追求
的风气，并不是要退回茹毛饮血的时代，否定人类
文明的极端环保主义也不足取。人类要进步，不可
避免要消耗资源，消费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帮助我
们成长。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不就是为了满足人
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吗？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物尽其用、量力而为、理
性适度的消费，而不是贪得无厌、奢靡无度的铺张
浪费；是绿色环保、对环境友好的消费，而不是购
物狂潮后，让废品成堆，垃圾成山，污染山河，遗
祸子孙。

鼓励消费 力戒浪费
杜 铭

①这是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 68
岁的双胞胎兄弟许志强和许志刚的家，小院古色古
香，被青松翠柏包裹。

②许志强兄弟俩用 48 年时间在植被稀疏的黄
土高原荒坡上种出了一片树林。

在剁开一粒土、两半都喊渴的黄土高原上，能坐
拥一片满沟满山的绿和一座山景园林的庭院，是两
兄弟用了48 年的时间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这
里被乡亲们称为黄土高坡上的“小江南”。

新华社记者 孟 涛摄

“山是通人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万鸟齐飞，境若仙宫，声若天籁。
广东汕尾市的大湖镇鸟岛是一块没

有划定红线的离岸近海及海岸湿地，面
积 2385.5 公顷，内有自然的木麻黄等常
绿灌木、乔木林，与红树林、沼泽、滩
涂、养殖塘等共同构成复杂多样的复合
湿地生态系统，是鸟类筑巢、繁殖和育
雏等活动的最佳栖息环境。

这里是鸟的天堂。岛上栖息着白
鹭、池鹭、牛背鹭、夜鹭等 4 种常见鹭
科留鸟，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嘴青
脚鹤等。它们是无人岛上的特别来客，
每年春夏来此繁衍生息。

鸟鸣处处、涛声阵阵。它们是湿地
的别样风景，也曾成为偷猎者的目标。
幸运的是，30 多年来，广东边防总队汕
尾边防支队大湖边防派出所的官兵们为
它们搭建起了平安的家园，使“万鸟齐
飞”的壮观景象得以留存。

“岛上现有鸟类 240 多种，总数从
2010 年的 2 万多只增至现在的 5 万多只。
除了鹭鸟，这里还有大量的水鸭、鸬鹚、
野鸡、紫水鸡等鸟类。”说起鸟岛的情况，
大湖边防派出所所长成世光如数家珍。

“我们所里目前有 12 个人，其中有 5
个人是到‘鸟岛’定期巡逻的。每到定
期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着公边艇出
海，围着岛一圈一圈绕。”成世光说。派
出所距离鸟岛有几十公里，所里警力有
限，加上辖区道路建设较为落后，每次
过来也要花上半天时间。两年前，派出
所在鸟岛建立驻点联勤机制，成为鸟岛
真正的“守护兵”。

由于大湖湿地生态保护良好，被数
以万计的候鸟确定为迁徙路上的“驿

站”，成为亚太地区南中国海迁徙水鸟的
重要通道和国际濒危水禽重要的庇护栖
息场所。为了不因观鸟人流惊扰鸟类作
息，大湖镇在高螺村十一孔路口修建了
宽约 5 米的石栈道，让爱鸟人士可以更
近距离靠近而不打扰海鸟。大湖边防官
兵每天往返在这条石栈道上，守护这片

“鸟类天堂”。
“当地的群众、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

对爱鸟护鸟工作都很有热情。我们欢迎

游客来大湖鸟岛观光，但必须要爱护鸟
类。对于偷猎行为，我们会坚决予以打
击。”聊天中，成世光和所里的执勤官兵一
致表示，守护美丽的鸟岛，不仅是责任，也
是发自内心的爱，只要还在大湖工作一
天，就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记者随着大湖边防派出所的官兵们
坐船前往“鸟岛”。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小
岛上，鸟儿或戏波弄影，或恣意嬉戏，
或翩翩起舞。成世光介绍说，一般到傍

晚时分，可以看到觅食归来的“万鸟归
巢”盛大景象，加上夕阳西下鸟岛一派
烟水飘袅的景象，正是“秋水共长天一
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每年上岛巡逻的次数，我已经数不
清了。”一开始很不习惯海上巡逻的成世
光，如今已对鸟岛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
他说：“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就算辛苦也感
到特别惬意。”他笑着，眼神流露出的是对
这片土地、这个岛、这群鸟的真挚热爱。

11 月 17 日一大早，北京草桥国际文
化城鸟市门外，在此起彼伏的小鸟悲鸣声
中，交易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些在入
冬前本应南飞的小精灵，被人强行捕获，
锁入牢笼，待价而沽。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上午 10 时，接到爱鸟志愿者举报后，
丰台区森林警察立即赶来。这次行动共
解救小鸟 100 多只，大部分为北京市级保
护鸟类。

北京草桥附近的市民都知道，国际
文化城有一个鸟市，年头不算短，生意
一直很红火。不过，就在几天前，丰台
森林警察开展“清网行动”，鸟市被查封
了。门前的石狮子上面还有新近张贴的
查封公告。

北京草桥生意红火的鸟市关门，是近
年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的
一个缩影。一个月前的 10 月 18 日，国家
林业局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为期 40 天的

“清网行动”，专门打击乱捕滥猎和非法售
卖候鸟的行为。在候鸟集群分布区、繁殖
地、越冬地、迁飞停歇地及迁飞通道等重
点区域和线路，各级林业部门强化野外巡
护看守，并与公安、网信、工商、交通、铁路
等部门紧密协作，加强对餐馆饭店、花鸟
市场、交通运输等环节的执法检查，密切
追踪网上野生动物及制品交易信息，取缔
非法交易黑市，以阻断非法运输、经营候
鸟的链条。为确保措施落到实处，国家林

业局组织了 6 个督导组，分别奔赴候鸟主
要集群分布区、迁飞路线和非法经营现象
较为严重的地方开展监督检查，对乱捕滥
猎、非法经营等现象仍十分严重或舆论反
映强烈、行动不力的地方实行行政追责。

“清网行动”战果辉煌。以广西为例，
11 月 16 日，森林警察在平乐县同安镇平
山村废弃小学和甄山自然村，成功破获了
两个候鸟收购窝点，又在平乐县二塘镇、
沙子镇破获了两个候鸟收购窝点，控制犯
罪嫌疑人3名，救出3万多只候鸟。

“国家对候鸟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民
间护鸟志愿者越来越多，捕鸟人的日子越
来越不好过了。”上海野鸟保护志愿者曹
成杰说。3年前，仅在上海郊区一个村子，
曹成杰就找到 100 多张捕鸟网。今年以
来，他们几人总共才找到10来张捕鸟网。

候鸟境况仍不乐观

虽然国家保护力度很大，但目前野生
候鸟的生存境况仍不容乐观。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每年有包括
雁、野鸭和天鹅在内的10多万只水鸟遭猎
杀。全国各地都存在捕猎候鸟的现象，仅捕
猎手段就有天网、滚钩、铁夹、布套索、电
击、枪打、放毒药等十多种。在这些捕猎手
法中，投毒最为歹毒和常见。遭猎杀的水鸟
中，68%死于毒杀，对野外种群造成毁灭性
破坏。这些被毒杀的鸟类，几乎全部走上餐
桌，成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让候鸟
飞”北京项目负责人谷轩说。

谷轩和 100 来位爱鸟志愿者，组成护
鸟小分队，仅九十月份，在北京郊区就拆
除捕鸟网一万多米，救鸟两三千只。在百
望山，他们甚至见到有人爬到大树上，张
网捕捉鹰隼等大型猛禽。“捕鸟屡禁不止，
是因为背后存在暴利。”谷轩说。捕鸟者
成本投入很低：一张网，一二十元；几根撑
网的竹竿，几元钱；模拟鸟叫声的电音箱，
市场价几十元。飞鸟落网，卖给餐馆，一
只少则五六元，多则几十元，甚至几千
元。因而，对捕鸟者而言，只需撑起网，就
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捕鸟行为难禁绝还有一个原因是处
罚力度不够。谷轩说，有时志愿者举报
了，执法人员也来了，但卖鸟者锁门溜之
大吉，虽然鸟叫声从屋内传出，但因为没
有进屋搜查权，执法人员也没有办法。不
少捕鸟者被现场查获，立马掏出残疾证，
最后多半是训诫几句，放人了事。“再过几
天，志愿者再去，这人还在那里张网抓
鸟。”谷轩说。

转变观念才能治根

“杜绝捕鸟，保护候鸟，最终还得靠公
众树立保护意识。”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
及发展中心研究员、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主
任陆军说。非法捕鸟行为难以杜绝，是因
为存在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不少人而言，
吃野味、提笼架鸟是人生一大乐趣；对一
些善男信女而言，买鸟放生是一大善事。
有需求就有产业链，如果全民树立爱鸟护

鸟意识，捕鸟、贩鸟行为自然就不会存在。
一些民间护鸟志愿者对森林警察执

法颇有微词，实际上森林警察也是力不从
心。陆军以天津为例：“全市 16 个区、一
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森林警察只有 30
人，根本巡护不过来。护鸟还得靠志愿者
举报，森林警察来查处。”

可喜的是，近年来，爱鸟护鸟正日益
深入人心。今年 1 月份，“让候鸟飞”公益
组织在北京区只有谷轩等两人，现在已有
100 多位志愿者和他们一起护鸟。成千
上万的护鸟志愿者，行走在神州大地，倡
导公众爱鸟护鸟，搜集线索，举报猎捕、贩
卖候鸟的违法行为，有力地支持了“清网
行动”。

全民爱鸟护鸟，效果立竿见影。今
年早些时候，国家林业局公布了全国首
次冬季水鸟同步调查结果，数据显示：
与 1995 年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
查结果相比，我国朱鹮、黑脸琵鹭、黑嘴
鸥、黑琴鸡等鸟类种群数量均呈增长态
势。如朱鹮由 147 只增加到 1549 只，增
长了 10.5 倍。原以为白雪皑皑的东北
地 区 不 会 有 水 鸟 停 留 ，但 本 次 调 查 发
现，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吉林等地区发
现一些秋沙鸭、绿头鸭、赤麻鸭、斑嘴鸭
等鸟类个体并没有南迁，而是留在一些
不冰冻的栖息地内。短短 20 年间，变化
如此巨大，实在令人欢欣鼓舞。

我们相信，随着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的不断提高，神州大地上候鸟的生存环
境将会越来越好。

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候鸟的生存境况仍不容乐观——

让 候 鸟 平 安 归 巢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守护万鸟齐飞的小岛
——广东汕尾边防支队官兵守岛护鸟纪事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通讯员 陈江钿

左图 广东汕尾大湖
镇鸟岛上的白鹭。

上图 边防警官正在
制 高 点 检 查 监 控 摄 像
头。 廖 键摄

编者按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候鸟种群是环

境、气候变化的重要标志，是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每年从我国过境的候

鸟种类和数量约占迁徙候鸟

的20%—25%，其中不乏一些国

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但候鸟的迁徙之路并不

平顺，近年来，乱捕滥猎现象

屡禁不止，候鸟频频沦为“盘

中餐”。连日来，国家林业局

的“清网行动”启动，护鸟志愿

者们也竭尽所能，护佑候鸟的

“回家路”。让候鸟平安归巢，

我们能做的还可以更多。

近日近日，，大批鸿雁飞抵江西鄱阳县白沙洲乡鄱阳湖湿地觅食越冬大批鸿雁飞抵江西鄱阳县白沙洲乡鄱阳湖湿地觅食越冬。。 卓卓忠伟忠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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