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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北边有300多只东方白鹳。”11月17日一早，李宗岳一边盯着
监控室的屏幕，一边招呼旁边的同事。“每年这时候，许多南下过冬的东方
白鹳都会在这里歇歇脚，吃吃食，现在看到它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李宗岳
今年20多岁，虽然年纪不大，却是研究东方白鹳的“老手儿”了。

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通道上最重要的水鸟迁徙停歇地
之一：唐山曹妃甸湿地。李宗岳是曹妃甸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

一顶迷彩帽，一身迷彩服，一双沾着泥的运动鞋……坚守在岗位上的
李宗岳，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丛芦苇。“没办法，东方白鹳太聪明，警惕性特
别高，看到人距离自己百米远时，就会惊慌起飞。”

曹妃甸湿地是我国北方最大滨海湿地，每年有近百万只迁徙候鸟在
此停歇，补充能量。有“鸟类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也是这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据统计，每年来曹妃甸湿地停歇的东方白
鹳数量最大值为2000余只。

“为了保护好湿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搭起候鸟迁徙的安全区，我们运
用了热视频监控系统，对保护区进出人员、自然灾害、鸟类活动、关键物种
等进行预警和监控。”管理处副主任何向奎介绍说。

运用科技手段的同时，人工巡检必不可少。巡查反常、记录日常，观
候鸟、捡垃圾，下水塘、爬线杆……保护区执法大队几名队员踏上了保护
区巡查路。执法大队负责人李维佳说：“过去我们叫巡护小组，今年加大
了对湿地的保护力度，组建了保护区执法大队，还成立了湿地警务站，现
在我们巡查都联合开展，确保让这些候鸟‘歇得安心’。”初冬的滨海湿地，
冷风阵阵，执法大队的几名队员被吹红了耳朵，吹僵了脸颊。

巡查过程中遇到鸟类受伤怎么办？李宗岳带我们来到距离管理处不
远的救助站，这里的野化笼舍模拟野外鸟类生存环境，采取半陆地半水面
设计，为的是让被救护鸟类进行野外生存能力的恢复性训练。

看着笼舍中展翅欲飞的几只东方白鹳，李宗岳开心地笑了。因为他
知道，即使笼舍绝对安全，东方白鹳还是属于那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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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工作
人员利用分布在
保护区内的多个
视频监控探头组
成的监控网络，
实施 24 小时不
间断巡控工作。

上图：大批东方白鹳在唐山市曹妃甸湿地休憩
觅食。

下图：保护区的植被有一人多高，巡查的工作
人员一不小心摔进土坑。

上图：工作人员在清理监控摄像头。

右图：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巡查。

下图：工作人员在野化笼舍查看东方白鹳的
恢复情况。

上图：在鸟类救助站，志愿者田志伟为几只受
伤的东方白鹳喂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