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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安新县自然资源局白洋淀湿地
保护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齐明乘一艘小船，小
心翼翼地来到白洋淀烧车淀北部一片区域进
行巡查。

忽然，空中掠过一个鸟群，“这是一群潜
鸭！可惜相机抓拍得不理想，具体是白眼潜鸭
还是青头潜鸭，在相机屏幕中看不太清，需要
回去在电脑上仔细鉴别一下再做记录。”齐明
兴奋地说。

夏日，正是白洋淀展现魅力的时节。淀水
澄澈，苇绿荷红，更有悠然栖息的鸥鸟雁鸭活
跃在不同水域，构成白洋淀生机勃勃的画面。
而这一画面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世界极
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

青头潜鸭体圆，头大，雄鸟头和颈黑色，并
具绿色光泽，眼白色。其上体黑褐色，下背和
两肩杂以褐色虫蠹状斑，腹部白色，与胸部栗
色截然分开，并向上扩展到两胁前面。

今年5月22日，省林草局在对白洋淀湿地
鸟类进行监测考察时，先后在多处水域共发现
10余只青头潜鸭成体。“因为正是鸟类繁殖季

节，我们想会不会有青头潜鸭的雏鸟出现呢？
随后便加强了监测力度。”省林草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与湿地管理处处长刘洵说。

7月2日，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当天清晨，
刘洵及相关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前一天发现青
头潜鸭的水域时，一只青头潜鸭雌性成鸭带着
4只可爱的小鸭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镜头里，刘
洵迅速拿出早已装好长焦镜头的相机，拍下这
珍贵的画面。

兴奋之余，刘洵与同事们又冷静下来，接
下来是不停地找各个相关领域专家确认。经
过向国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鸟类保护等不
同领域的 13 名顶级专家咨询求证，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张正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
伴关系青头潜鸭专家组主席、中国青头潜鸭保
护与监测工作组组长、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丁长
青，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枫、王槐等专家一致
给出结论：确定是青头潜鸭的雏鸟。由此证

明，白洋淀成为青头潜鸭的繁殖地。
安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田永昌说，如今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青头潜鸭正在白洋淀“安
家落户”，由候鸟变成留鸟。

“青头潜鸭主要栖息在水流缓和、水草丰
富的湖泊、水塘等，对水质要求极高，是一种对
生存环境非常挑剔的水鸟。”安新县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因为气候、环境变化及
人为因素等干扰，青头潜鸭野外种群数量不断
减少，2021年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目前在白洋淀区域已经确定为青头潜鸭
雏鸟的，共有三窝10只，其他区域观测到的疑
似青头潜鸭的雏鸟，正在进一步确认中。”省林
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白洋淀去年秋冬季发现
100余只青头潜鸭成体，此外，我省衡水湖、张
家口康保、邢台南宫、沧州南大港也有发现青
头潜鸭的记录。

丁长青表示，青头潜鸭的历史繁殖地在俄

罗斯和我国东北地区，然而多年来，在这两个
地方却难觅其繁殖踪迹。上世纪 90 年代初，
有过在青头潜鸭的历史繁殖地吉林省向海发
现青头潜鸭繁殖巢的报道，但近年的跟踪监测
没有更多发现。

“青头潜鸭主要分布在中国，白洋淀繁殖
地的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近些年
发现的繁殖地中最北部的一个。”丁长青称，青
头潜鸭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水草丰美的湖泊、
湿地都是它钟爱的环境，水草、藕芽、小的鱼虾
蟹等都是它喜欢的食物。

白洋淀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让很多迁徙的
珍稀鸟类驻足流连，候鸟变留鸟。在丁长青看
来，白洋淀生态环境的治理、渔网虾笼的清理、
人为干扰的减少，是青头潜鸭愿意留下来的重
要原因。下一步，中国青头潜鸭保护与监测工
作组将在全国范围内布置开展新的青头潜鸭
保护工作。为加强对青头潜鸭的保护，今年4
月，已经在北京动物园建立起青头潜鸭的人工
种群，共繁育了54只青头潜鸭，时机成熟后，将
野化放归，使其回到大自然怀抱。

夏日的白洋淀，晨光熹微，大
地还未完全苏醒。微风吹过，水面
泛起涟漪。

7月2日5时许，省林草局野
生动植物保护与湿地管理处处长
刘洵、雄安新区林草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以及鸟类摄影师一行 6
人，相约来到白洋淀码头。在船工
老杨热情的招呼下，他们分别登
上两条小船，向白洋淀南部水域
驶去。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并
拍摄一种珍贵的鸟类——全球极
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有“鸟中大熊猫”美誉的青头
潜鸭。

作为一种珍稀的迁徙性鸟
类，青头潜鸭在河北主要为过境
候鸟，此前并不在此繁殖。然而，
在今年5月下旬对白洋淀湿地鸟
类进行观测考察时，野生动物专
家却意外发现了 10余只青头潜
鸭成鸭。

这是继 2021 年年底发现青
头潜鸭越冬后，白洋淀首次在鸟
类繁殖季发现该物种成体。

“难道以往仅为‘过客’的青
头潜鸭，要在白洋淀繁育雏鸟‘安
家落户’了？”这一发现，让刘洵等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喜出望外。
他们决心要找到青头潜鸭在白洋
淀“安家落户”的证据。

两条小船往南行驶 10 余分
钟，来到了一处较为开阔的河塘。
突然，一行人发现，前方二三百米
处，有几只形似青头潜鸭的黑影
正在觅食。

“青头潜鸭？！”大家不敢高声
说话，悄声招呼船工慢慢划桨靠
近，以便观察和拍摄。

小船离鸭群越来越近。在距离鸭群约五六十米
处，终于可以看清，是 1 只雌鸭带着 4 只小鸭正在
觅食。

然而，还没等人们仔细观察，警觉的鸭群就迅速钻
进了旁边的芦苇荡中。担心鸭群从芦苇荡另一侧“溜
走”，一行人决定“兵分两路”：一条船继续原地坚守，另一
条船绕到另一侧去观察。

静悄悄的等待，大约有十几分钟。一只形似雌鸭的
青头潜鸭带着一只小鸭从芦苇里游了出来。

“青头潜鸭真的在白洋淀繁育雏鸭了？”一行人来
不及兴奋，赶忙拿起手中的摄影摄像设备记录下这珍
贵的画面。

三四十分钟时间里，成鸭带着小鸭在芦苇荡中出
来进去，穿梭了三四次，但一直保持着警惕。

为了拍到更多清晰影像，一行人把船停靠在芦苇
边躲藏起来。不一会儿，成鸭又带着小鸭出来了，大摇
大摆地向湖对面游去。一行人随即悄悄跟随，伴随着不
停按下的快门声，人们终于拍到了更加清晰的细节：雌
鸭鸭头为黑褐色，眼睛虹膜呈褐色，背部深色，两肋红
褐色略带白色；小鸭绒毛较多，身上绒毛有浅带花纹，
具有明显的青头潜鸭特征。

“发现高度疑似青头潜鸭物种在白洋淀育雏场景，
赶紧请权威专家鉴定。”回到石家庄后，刘洵立即组织
河北师大教授吴跃峰、河北大学教授侯建华、衡水学院
教授武大勇、省林草局教授级高工安春林等省内野生
动物专家对照片和视频进行识别，并初步判定为青头
潜鸭雌鸭与雏鸭活动影像。

随后，安春林就这一发现，又向中国青头潜鸭保护
监测工作组组长丁长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正旺、东
北林业大学教授李枫、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鲁长虎等多
位国内专家进行求证。专家们经过讨论，排除了白眼潜
鸭与青头潜鸭杂交个体的可能性，一致认定为青头潜
鸭成鸟带雏。

这说明，白洋淀已是青头潜鸭的繁殖地，在区域内
形成了稳定的种群。

大量清晰的青头潜鸭照片和视频，为何需要十几
位省内外一流专家共同鉴定才能确认呢？

“主要是因为青头潜鸭与白眼潜鸭种源较近，混群
现象普遍，而且常有杂交。此外，青头潜鸭雌鸟与白眼
潜鸭雌鸟十分相似，雏鸟就更难区分。这次的重要发
现，到底是不是纯种青头潜鸭抚育雏鸟，需要十分谨慎
细致地去辨别，才能最终确认。”安春林介绍。

青头潜鸭在白洋淀实现稳定栖息、顺利繁殖，是白
洋淀生态环境不断变好的有力佐证。白洋淀优良的生
态和栖息环境，让它们流连忘返，甚至正从候鸟变成
留鸟。

野生鸟类被称为地方生态系统的“晴雨表”“环评
师”，白洋淀每一个新增鸟种的记录，都能反映出白洋
淀生态环境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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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头潜鸭缘何“落户”白洋淀
河北日报记者 郭 东 张伟亚 赵瑞雪

进入7月，白洋淀中一大批野生鸟类进入
繁殖期。鸟儿们分别在各自栖息的水域忙着
筑巢、孵化、繁育后代。

“环境变好了，白洋淀的青头潜鸭越来越
多。”说起青头潜鸭，拍鸟十年的安新县摄影爱
好者贺友顺滔滔不绝。

尽管4年多过去了，但贺友顺还清晰地记
得，2018 年与齐明两人在鸟类观测中第一次
发现青头潜鸭时的场景。他说，鸟儿是人类的
亲密朋友，是环境的“生态试纸”，是生物多样
性监测的指示物。

对此，一直致力于白洋淀青头潜鸭监测工
作的河北大学侯建华教授认为，青头潜鸭能够

“安家”白洋淀湿地，与白洋淀湿地生态环境日
益改善、当地居民鸟类保护意识提高密不可
分，也充分体现了当地鸟类保护和管理的显著

成效。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吸

引青头潜鸭前来的原因。
自 2017 年雄安新区设立以来，白洋淀进

行了最大规模的系统性生态治理。如今，白洋
淀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华北之肾”功能加快
修复，水质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生
态环境治理实现阶段性目标。目前，白洋淀淀
区水位稳定保持在 7.2米左右，淀区面积恢复
至290平方公里左右，整体水质提升至Ⅲ类以
上标准，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生态环境的改善推动了生物多样性的显
著提升，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在此“落户”。

不只是青头潜鸭，小天鹅、灰鹤等越来
越多的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白洋淀
现身亮相。观测数据显示，目前，白洋淀野
生鸟类已增加到 237 种，比 2017 年雄安新区
设立前增加了 31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 10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3 种。

6月底，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建设工作专题
会议召开，提出了进行白洋淀鸟类保护及栖息
地恢复建设。

为了更好地让鸟类“留下来”，雄安新区近
日在白洋淀划定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还新建
多处湿地公园、口袋公园，多种多样的地形地

貌和丰富的植被，为不同习性的野生鸟类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繁殖条件。

如今，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不仅鸟类安
家，鱼类也越来越多，多年未见的鳑鲏鱼、黑
鱼、嘎鱼等指示鱼类重现白洋淀。

近日，经省海洋与水产科学研究院监测发
现，白洋淀新增北鳅鱼和中华多刺鱼，白洋淀
鱼类已恢复至 46 种，较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
了 19 种，白洋淀鱼类生物多样性已达到高级
别水平。

白洋淀水体评价由单一水质要素向水生
态综合要素转变。今年起，我省将大力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除了在白洋淀深入开
展鸟类栖息地建设，还将推进淀区生态保护
和修复，早日呈现“荷塘苇海、鸟类天堂”的
自然胜景。

8 月 2 日，白洋淀鸟类监测站的游禽涉禽
幼鸟救助区里，4只满月不久的雁类幼鸟正在
小憩，一只嫩黄，三只黑灰，毛茸茸的煞是
喜人。

监测站救助组组长纪红军打了个呼哨，没
想到幼崽们抖了抖刚长出的尾羽，就朝他游了
过来。“都是我养大的，认我。”他乐了。

看着这一幕，来探望纪红军的妻子也笑
了，但没忍住“埋怨”了句：“爱到痴迷呢，家里
有个屋子都被他用来专门救助鸟，现在里面还
有一堆骨顶鸡的幼鸟呢。”

纪红军简单地解释这些幼鸟的来历：大部
分都是村民发现的被弃巢的鸟蛋，专门送来救
助的。“这几年，村民们爱鸟的意识都强了起
来，碰到受伤的、弃巢的鸟就会给我们送过
来。”

纪红军说，监测站设立后已经救助了各种
鸟类 68 只，其中还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
鸨、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天鹅等。眼下鸟类监测

站的救助区正在清洁整修，环境提升，后续散
养在各处救助的鸟类和人工孵化的弃巢鸟卵
即将入住，统一实行规范化救助。

如今的白洋淀，不只是一个救助区，也不
只有一个纪红军。

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韩战桥孵化放飞
斑嘴鸭，龙化乡大学生陈思岐照顾野生戴胜的
故事，在白洋淀广为人知。而鸟类观察员周龙
山多年如一日义务巡查，乡镇干部马九州制作
生态鸟窝，企业家马永雷种植千亩水稻打造鸟
类觅食地，郭里口村党支部成立志愿者队伍、
创制快板书、绘制专题文化墙等，从政府到企
业，从民间协会到群众，构建着爱鸟护鸟的
氛围。

爱鸟的人多了，鸟的胆子也大了。当贺友
顺的小船顺着白洋淀主航道拐进一处芦苇荡，

一只长脖子的苍鹭站在离水面十来厘米高的
苇子上，离船几米近，却淡定地像村口纳凉的
老头，连拍拍翅膀的意思都没有。船工笑着
说：“这‘长脖子老等’，见多识广，胆子大着
哩。”

在贺友顺看来，这些鸟都是有灵性的。“像
青头潜鸭，这两年大家爱鸟的意识重了，它就
知道可以来了。可以说，正是在人们爱鸟观念
转变的这几年间，青头潜鸭的数量在成倍的增
长。”贺友顺说。

确实如此。倒退五六年，那时白洋淀的人
谁也不敢想，淀里能有青头潜鸭。如今，行走
在白洋淀的淀面上，“干净”是最大感觉——没
有捕鸟网、诱鸟器等，这是长期以来政府有关
部门和民间志愿者与盗猎者较量后的结果。

“尤其是去年发现青头潜鸭后，相关的保

护监测工作已经随即启动。今年7月，我们一
个由县自然资源局、安新镇、大王镇圈头乡联
合组织的安新县鸟类栖息地保护巡查行动已
经正式启动，成立的这支爱鸟护鸟巡逻队将每
天开始常态化巡查。”田永昌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包括青头潜鸭在内的鸟
类监测能力建设，白洋淀鸟类监测站还进行了
监测设备的提升改造，目前已完成木栈道、桃
花岛、十里荷香、藻苲淀监测设备和监测站可
视大屏安装，近日投入使用。

7 月 11 日，安新县自然资源局与河北大
学野生动物研究专家组签订了白洋淀青头潜
鸭繁殖越冬监测调查合作协议，更加科学地
对青头潜鸭的种群数量、生活习性等进行
监测。

“保护青头潜鸭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为
重要的是，以保护青头潜鸭为方向，构建一个
爱鸟护鸟、开放包容的大保护格局，再现白洋
淀‘鸟类天堂’的胜景。”田永昌说。

“鸟中大熊猫”青头潜鸭安家白洋淀了！

今年7月，省林草局在白洋淀发现世界

极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的育

雏情况，经专家确认，这是白洋淀首次发现青

头潜鸭繁殖，证明白洋淀湿地成为青头潜鸭

的繁殖地之一。

从2018年5月首次在白洋淀的大麦淀

区域观测到两只青头潜鸭，到今年5月在白

洋淀八处区域观测到青头潜鸭栖息，再到首

次发现青头潜鸭雌鸟与雏鸟的活动影像，白

洋淀带给人们越来越多惊喜。

作为迁徙性鸟类的青头潜鸭，缘何从候鸟

变成留鸟安家白洋淀的？其安家的背后有哪

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阅读提示

▶2022 年 7 月 24 日，白洋淀水域，青头
潜鸭在水面上嬉戏。

河北日报记者 李东宇摄

■ 白洋淀首次发现青头潜鸭育雏

■ 鸟儿是环境的“生态试纸”

■ 构建爱鸟护鸟、开放包容的大保护格局

全省完成营造林527.3万亩
（上接第一版）
乡村产业发展，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受益。通过

实施项目增收行动、科技支撑行动、龙头培育行动、
帮扶助力行动，河北推动脱贫地区产业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建设美丽乡村，增强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

乡村全面振兴，最直观的变化在哪里？
是旱厕改造、是污水治理、是道路硬化……印

象中“脏乱差”的农村，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走进正定县周家庄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

民王计夫家的厕所里，地面和墙上全都铺着亮堂堂
的瓷砖，再也没了农村茅房的影子。“家家户户用上
了水冲厕所，农村和城里一个样。”王计夫说，村里
环境更美了，住着更舒坦了。

把土茅房改造成卫生厕所，让乡村更美更宜
居，在河北农村比比皆是。

小厕所，大民生。上半年，全省新改造户厕
42.4 万座，完成全年任务的 84.8%，改造建设公厕
7697座，完成全年任务的73.3%，全省问题厕所整改
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乡村全面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
环。河北扎实有效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水电气
路讯暖等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连
线成片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在衡水市故城县董学村村民苏彦军家，十多盆
绿植娇嫩欲滴、长势正旺，小院红砖铺地，干净
敞亮。

“浇花用的水都是我们餐厨、洗浴产生的废
水。这些废水经过处置后，不仅能浇花，还用来冲
厕、洒扫。”苏彦军说，自从家里安上污水处置系统，
污水废水都能收集起来再利用，不像以前直接泼在
大街上。

分类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越来越多农村告

别“污水靠蒸发”。上半年，全省新增农村生活污水
无害化处理村庄6985个，完成全年任务的89.0%。

“每家每户、每条街道都变得干净整洁，再也看
不到成堆的垃圾啦！”每天清晨，在辛集市田家庄乡
东张口村，专职保洁员高树彬都会准时打扫村里的
卫生，按照垃圾类别集中收集垃圾，再由垃圾转运
车收集转运。

垃圾运走了，街道干净了，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截至6月底，全省新增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并资源
化利用村庄506个，完成全年任务的57.5%；纳入“村
收集、乡镇转运、县集中处理”的村庄47564个，完成
总数的99.7%，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基本达到全覆盖。

燕赵乡村的美丽蝶变，正在更多领域发生。上
半年，全省绿化提升 1000 个村庄，完成村庄绿化
12.5万亩，新增公共区域照明达标的村庄 1058个，
新创建美丽庭院30.3万户。

农村，正在成为河北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
家园。

（上接第一版）目前河北已实现省、市、县、
乡、村五级林长组织体系全覆盖，13万余名
林长全力守护绿水青山。今年以来，省级林
长已开展巡林督查40余次。在省级林长的示
范带动下，市、县两级林长巡林8800余人次，
协调解决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问题1257个。

林草资源监督保护全面加强。严格执
行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
集约节约使用林地草地资源。组织开展候
鸟迁徙“护飞行动”，实施衡水湖、南大港、白
洋淀、曹妃甸等重要湿地保护修复，湿地鸟
类种类及种群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据监
测，白洋淀鸟类达到 237 种，较新区成立前
增加31种。

大力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完成经济林

新发展和提质增效面积 26 万亩，已安排脱
贫县林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资金 1877 万
元，全省建档立卡生态护林员 5 万人，下达
生态护林员资金29921万元。

充分盘活森林资源，大力推进森林碳汇
项目储备工作。截至8月初，承德、张家口、
雄安新区等共完成了 20 个碳汇项目，总面
积达到211.18万亩。

“今年，河北将安排营造林600万亩，退
化草原修复治理 36万亩，成功创建 15个以
上省级森林城市、150个省级森林乡村，完成
经济林新发展和提质增效30万亩，预计全年
林草产业总产值1600亿元，进一步提升林草
资源总量和质量，巩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河北省林草局局长刘凤庭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