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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四川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青海西海都市报、云南开屏新闻（春城晚报）、甘肃奔流新闻（兰州
晨报）4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的“黑颈鹤之旅 生态美之路——青甘川滇四省联动报道”圆满落下帷幕。4

月以来，4家媒体通过融媒体联动报道的形式，集中展现了黑颈鹤保护的举措和成效，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黑颈鹤
这一国家级珍稀物种。

人鹤共舞，高原精灵的迁徙与繁衍，演绎着一场生态之变，一幅“鹤翔于天、声闻于野”的和谐画卷正徐徐展开。

4月初的一天，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
省管理局酒泉分局党河湿地保护站站长
杨巨才披着大衣走出门，遥望湿地的方
向，喃喃自语：“春雪日渐消融，我们的

‘高原精灵’也快回来了吧！”

惊喜
60多只黑颈鹤飞来

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
的地理环境、复杂的自然条件和多样的
生态孕育了丰富的湿地生态环境，其中，
党河湿地面积最大。

2008年，杨巨才第一次来到盐池湾，
感受着当地人的热情，领略着秀美的盐池
湾风景，心情舒畅了许多。比起城市的喧
嚣，他更憧憬大自然的纯净与悠然。“被当
地人称为‘高原精灵’的鸟，就是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灰白色的体羽和褐
黑色的尾羽像是华丽的舞裙，黑色的头
部、前颈彰显着它们的高贵，像一个个骄
傲的小公主。它们在这里生活了好些年，
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湿地真正的主
人。”杨巨才一边在湿地回收起一部部红
外相机，调试着一个个监控探头，一边向
记者介绍着“高原精灵”。

一道嘹亮的啼声响彻湿地上空，正
在湿地巡查的保护站工作人员停下手上
的工作，杨巨才迫不及待地拿起望远镜，
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4个月的期盼终
于有了惊喜，60多只黑颈鹤飞来，一路的
风尘仆仆似乎也掩盖不了它们回家的喜
悦，或翱翔于天际，或浮游于湖中，或依
偎于巢穴，它们掀起黑白分明的翅膀引

吭高歌，为广袤的湿地带来了生气。黑
颈鹤在湿地上掀起了一阵“求偶风”，雄
性黑颈鹤在草地上跳着“求偶舞蹈”，期
待获取雌性黑颈鹤的青睐。

守护
黑颈鹤种群较为健康稳定

杨巨才说，外来人员观鸟对繁殖期间
的黑颈鹤影响很大，甚至会导致黑颈鹤弃
巢而去。因此，保护站在入口处设置卡
口，禁止外来人员观鸟、拍鸟。保护站工
作人员时常穿着厚重的雨裤，不论酷暑严
寒，风雨无阻，坚持野外作业，架设红外相
机，监测黑颈鹤的一举一动。同时加强湿
地保护，严格控制进入湿地的人员，加大
巡护检查力度，积极宣传爱鸟护鸟相关科

普知识，切实做好草原防火等工作。
为了监测、保护黑颈鹤，杨巨才原本

帅气白皙的脸庞被晒得黝黑，浑身都是
被蚊虫叮咬的痕迹……黑颈鹤对杨巨才
来说，是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他对湿
地和黑颈鹤的付出，更多是由衷的热爱
和无私的奉献。

正是有杨巨才等管护人员不辞辛苦
的野外工作，盐池湾湿地黑颈鹤种群较为
健康稳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繁殖种群，
数量也稳中有升——黑颈鹤种群总数已
从2013年的86只增加至2022年的208
只。今年截至目前，已有60多只黑颈鹤
陆续飞抵盐池湾湿地“安家”，后续还将有
更多的黑颈鹤抵达这里繁衍后代。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赵锐
记者 曹勇

60多只黑颈鹤“先遣队”已安家甘肃盐池湾

三月春回大地，随着气温回升，又到
了越冬候鸟迁飞返程的时候。刚过的越
冬季，飞临云南越冬的黑颈鹤总数超过
了4000只，种群数量创下历史纪录。云
南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黑
颈鹤也大规模集中北迁，返回繁殖地。
站在湿地里，看着翩翩起飞的鹤群，保护
区内46岁的护鹤员张传金依依不舍。

“大量的黑颈鹤在空中盘旋鸣叫，它
们的叫声和平时不一样，根据以往的经
验，它们又到要离开会泽的时候了……”
张传金说。

张传金是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大桥管理所巡护保洁组组长、护鹤
员。作为土生土长的会泽念湖人，他从小
在黑颈鹤的歌声中长大，正式加入护鹤员
队伍已20年，爱鹤护鹤、守护美丽的念湖，
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数十年如一日，把一份义务变成了
一个习惯，从青丝到华发，尽己所能，爱
区如家，陪黑颈鹤成长，望黑颈鹤归来。
在他身上，展现了一个忠诚朴素的护鹤
员对于念湖保护区最真挚的爱与奉献。”
张传金的一名同事这样评价道。

正因为有了张传金一样的保洁员、
护鹤员，现在的保护区早已建成“无白色
垃圾保护区”。巡护栈道上的竹篱笆倒
了，张传金会拿上工具把它修好；看到湖

面上有白色漂浮物，他会带着护鹤员去
打捞干净；黑颈鹤受伤了，他就小心翼翼
地给它包扎，送去治疗；冬日冰天雪地
里，黑颈鹤吃不饱，他和其他护鹤员踏着
雪送口粮……现在，张传金带领的31名
护鹤员，不管年龄大小，每个人都在保护
区内真心守护着黑颈鹤。

每年保护区都会采取只种不收的方
式，自种200亩马铃薯为黑颈鹤提供来年
的食物。张传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带领
其他护鹤员为黑颈鹤种“口粮”。为了节
约成本，他会提前到当地老百姓家预订
种子和农家肥，在时令季节种下“口粮”，

保障黑颈鹤越冬时有充足的食物。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会泽黑颈鹤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和谐、环境优美，
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黑颈鹤的种群数
逐年增长，每年来这里过冬的黑颈鹤从
1986年首次发现的21只，增长到现在的
1360只，占全世界黑颈鹤种群数量的
10%。此外，新增一级保护动物紫鹮、二
级保护动物紫水鸡、黄喉貂三个物种，多
年未见的大白鹭又回来了！苍鹭、斑嘴
鸭、骨顶鸡、黑水鸡等候鸟就地繁殖不再
迁徙，念湖已然成为鸟类的天堂。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蒋琼波

黑颈鹤在云南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漫步。

湿地大省青海
黑颈鹤翔集

四月的祁连山，冰雪消融，春回大
地，黑颈鹤又陆续飞到这里生活。目
前，已有10余只黑颈鹤从西藏迁徙至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其余还在
越冬地活动。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先后与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北京林
业大学合作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黑颈
鹤调查。调查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
及周边区域调查记录到黑颈鹤195只，
特别是辖区内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
县央隆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
峻县木里镇，是国家公园黑颈鹤繁育
的重点分布区。通过近3年的研究调
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是黑颈
鹤赖以生存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为进一步掌握黑颈鹤迁徙路线、
繁殖策略等生态学信息，祁连山国家
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
合在2020年至2021年间为38只黑颈
鹤佩戴卫星跟踪器。追踪数据显示，
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历时
时间长，最长历时39天；迁徙距离长，
最长可达1500公里，是目前已知的黑
颈鹤迁徙中距离最长的。研究结果表
明，祁连山国家公园是黑颈鹤这一物
种基因交流和种群延续的重要场地。

“黑颈鹤！黑颈鹤！”3月21日是青
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展每
月一次黑颈鹤野外监测的日子，当监
测人员赶到海晏县甘子河附近时，意
外发现2只体型高大的黑颈鹤时而在
河口的湿地上散步，时而在水中觅食。

“这是今年我们在青海湖畔监测
到的第一批黑颈鹤。”青海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科长孙建
青说，连续13年的黑颈鹤野外种群监
测结果显示，从2010年至2022年，黑
颈鹤在青海湖边的种群数量相对稳
定，保持在80只至140只之间。

近年来，为了保护黑颈鹤等旗舰
物种，青海湖鸟岛游客服务中心变成
了生态管护站点，各类旅游经营设施
已被拆除，鸟岛、沙岛等景区闭门谢
客，停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青海湖已
成为黑颈鹤等鸟类的家园。

为有效保护黑颈鹤生活的湿地，青
海实施最严格的湿地保护政策，颁布实
施了《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关
于贯彻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
实施意见》等。去年初，青海又将“湿地
保护率”纳入林（草）长制考核体系。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全面掌握青海黑颈鹤种群数
量、分布、栖息地状况，2021年，该局委
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
青海范围内的黑颈鹤展开专项调查。
调查发现，青海6个自治州有黑颈鹤分
布位点104个，共观测到黑颈鹤957
只。经过分析表明，青海中北部为黑
颈鹤高度适宜分布区，东部及西北部
为中度适宜区，南部局部区域为低度
适宜区，黑颈鹤在青海高原得到有效
保护。 西海全媒体记者 祁宗珠

守护云南念湖20年

“护鹤”已成他生命的一部分

甘肃盐池湾湿地内，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正在观望黑颈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