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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玲 施佳丽

“鹅⋯⋯鹅⋯⋯”每年春天都能在乌梁素
海听到这样的召唤，远处湖面上的天鹅就会缓
缓向岸边靠近。这是“鸟爸爸”呼唤栖息在湖
面上水鸟的声音。

被人们称为“鸟爸爸”的人叫张长龙，今年
66 岁，在乌梁素海湖畔生活了 66 年。对他而
言，这片湿地就像一个老朋友，每天都在他的
身边、他的心里。20 多年来，他义务看护着乌
梁素海的各种鸟类，就像守护着老朋友家最珍
贵的客人。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内蒙古大学教授邢莲

莲带着研究生来乌梁素海搞鸟类调查。教授渊
博的知识以及鸟与人类关系的学说深深地吸引
了张长龙，特别是邢教授对天鹅等食草鸟类与
乌梁素海生态系统关系的分析极大地触动了
他。当时，乌梁素海的水污染已初露端倪，其中
一个最大的污染源就是海子中的水草。

在专家们的启发下，张长龙算了一笔账：
一只疣鼻天鹅一天可吃掉方圆 1.5 平方米内
10 到 15 公斤水草，假如一只疣鼻天鹅一年在
乌梁素海住 200 多天，就会有 300 多平方米的
水草被吃掉，那么 500 只疣鼻天鹅一年可吃掉
多少公斤水草？对净化乌梁素海的水质将起
到多大的作用？张长龙被这一算震惊了，他由
此认识到，疣鼻天鹅是治理乌梁素海水污染的

“神鸟”，是改善乌梁素海生态环境的“天使”。
从此，他与疣鼻天鹅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疣
鼻天鹅，他开始了解和保护更多种类的水鸟。

1998 年，他承担起了乌梁素海湿地保护
区编外管护员的职责，常年划着一条小木船穿
梭在芦苇丛中，制止不法分子伤害鸟类的行
为。“当时场里的领导都挺重视，成立了保护
区，选了 3 个人义务看守繁殖地，其中就有我，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
拉格苏木乌梁素海场部，张长龙介绍着自己如
何成为“鸟爸爸”的经历。

2014 年，张长龙发现有人盗猎疣鼻天鹅，
他赶紧报告森林公安。乌拉特前旗森林公安
将查获的 26 枚天鹅卵托付给张长龙孵化，“鸟

爸爸”的称号自此叫了出去。小天鹅长大后，
被林业部门放飞自然。

一进张长龙家院门，一眼就能看到一块儿
金色牌匾，上面写着“疣鼻天鹅救助中心”。当
地人谁发现了生病、受伤的水鸟都往张长龙家
里送。这些年，张长龙为了护鸟，几乎放下了
家里的一切活计，一分钱赚不到，还得给鸟儿
们买药治病。每年，从第一只候鸟回到乌梁素
海，张长龙的忙碌生活就开始了，从鸟儿回来
住在哪儿、卵产在哪儿，到小鸟孵化出来渐渐
长大，再到鸟儿的生活有没有人打扰⋯⋯张长
龙就像一只大鸟，时时刻刻张着保护所有小鸟
的翅膀。

“我对乌梁素海有感情，毕竟从小就在这

儿长大的。过去乌梁素海甚样，现在甚样？不
能将来这个地球上就剩下人跟耗子哇，还得有
这个鸟，才有多样性。”张长龙说。

从第一天护鸟开始，张长龙就开始把他所
观察到的所有鸟类的习性、爱好、活动规律等
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册，最初只是为了更好地
了解这些鸟儿，后来渐渐就形成了习惯。现
在，他的这些日记大多都赠送给了鸟类研究权
威机构，成为宝贵的资料。

在张长龙的带动下，加入到护鸟队伍的人
越来越多。附近的一些村民也常在周围转转
悠悠，看到有打鸟儿主意的人，就上前劝说、阻
止。在各方机构和护鸟人的共同努力下，乌梁
素海又重新成了鸟儿的天堂。

碧波之畔“鸟爸爸”

□本报记者 韩雪茹 实习生 王迪

入秋之后，旅游旺季进入尾声，但徐立臣的生意一
如既往地红火。

走进三家村，只见一幢幢白墙灰顶的民居静静地坐
落在青山中。徐立臣的农家乐里，五六座土窑整齐地排
列在一角。不到中午，窑火已经烧旺，一缕缕肉香从窑
内飘出，几名游客正饶有兴趣地在围观。

“我们这里从 5 月开始进入旅游旺季，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即使淡季，也有一定的客流量，一年四季游人
不断。”徐立臣一边招呼客人，一边乐呵呵地说，“节假日
里，客人能达到 100 多人。旅游进账，一天就有 1 万
多！”

三家村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镇东南部，全村
4.2 万亩土地，林地面积就有 2.1 万亩。因地理位置偏
僻，林地山地多、耕地水地少，长期以来以传统的种植养
殖业为主，村民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

只有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才能走出一条生态、
高效的经济发展新路子。2016 年，三家村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着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分
别打造了尹湛纳希主题公园、贡王村民文化广场和石头园
等人文景观，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旗、镇
两级党委、政府积极筹谋，引导村民建设农家乐。2017 年
初，组织有农家乐发展意向的 21 人赴天津、北京参观学
习，了解农家乐装修设计、经营模式和菜系搭配等。

“考察结束后，党员干部带头先干起来，给村民打了个
样儿。”身为村委会主任的徐立臣率先开起了“老院子”农
家乐，他和几家同年开业的农家乐负责人一起，致力于挖
掘地方餐饮文化，推出王府土窑烤肉系列菜品。用别具农
村传统风味的土窑烤制羊肉、牛肉、土豆、红薯等，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品尝。

徐立臣介绍说，王府土窑烤肉已有 100 多年历史，这
几年他们不断挖掘特色、改进技术，王府土窑烤肉不仅深
受赤峰市民欢迎，还在北京、承德等地享有很好的口碑，是
三家村乡村旅游一张响亮的名片。

漫步在三家村村道上，林茂草盛、鸟鸣阵阵，随处可见
潺潺溪水，整个小村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让人心旷神
怡。如今，三家村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67.5%，主河道

连续 11 年无枯水期，优美的环境令游人流连忘返。
村里的旅游火起来了，不少村民坐不住了，纷纷

建起农家乐，于注林就是其中一个。2016 年，他车祸
重伤，不仅干不了重活，还要不断进行后续治疗，一家
人陷入贫困之中。今年，在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班子帮
扶下，他家改造 3 间住房、垒起土窑开起了农家乐。“营
业不到两个月，收入已经很可观了。这一夏天没白
干，比种地、打工都强。”于注林满足地说。

2017 年，全村投入运营的农家乐共有 8 家，接待
游客 4.5 万人次，营业收入 330 多万元，纯利润近 110
万元。目前，三家村已经申报了全区乡村振兴战略试
点村。2018 年至 2020 年，将建成一处集餐饮、住宿、
会议中心于一体的多功能村民文化中心，建设精品民
宿，打造美食一条街，配套建设以水上娱乐、乡村体验
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将旅游业打造成全村主导产
业。

“我们还要成立三家村旅游发展公司，采取资源
变产业、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模式，吸纳
群众入股，动员全村群众参与旅游全链条。”徐立臣
说。

青山绿水绕 墟里人烟稠

“旅游进账，一天就有1万多！”
本 报 9 月 2 日 讯 （记

者 施佳丽）近日，自治区林
草系统首届青年业务素质提
升训练营活动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草原研究所农牧交错区
试验示范基地举行。来自中
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自
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的
20 余名青年业务骨干，就如
何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有
效支撑乡村振兴等议题开展
了业务交流和座谈。此次活
动开辟了林草系统党建与业
务工作融合发展新途径，既具
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又在学习
交流形式上有所创新，为扎实
推进现代林业和草原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平台。

本 报 9 月 2 日 讯
（记者 张慧玲 实习生
王迪）河湖“清四乱”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各有
关部门积极作为，截至 7
月 底 ，全 区 共 排 查 出
2709 个“ 四 乱 ”问 题 ，加
之 2018 年水利部暗访发
现 的 77 个 问 题 ，目 前 整
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全
区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为 推 动 此 项 工 作 的
开展，我区出台《内蒙古
自治区河湖水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关于加强河湖水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工作协作指导
意见》等。据统计，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共出
动河长湖长 70968 人次，
清 理 疏 浚 河 道 5381 公
里，河道清淤 343 万吨，
清 理 非 法 占 用 河 道
21573 平方米，整改拆除
非 法 建 筑 1579 处 ，清 理
生 活 垃 圾 及 固 废 物 771
万立方米，投入机械设备
16902 台次。

我区河湖
“清四乱”
整改完成

本报9月2日讯 （记
者 韩雪茹）今年以来，通
辽市科左后旗扎实推进

“千村示范、万村行动”新
时代农牧民素质提升工
程，培育有就业创业能力
的新型农牧民，带动群众
转变思想观念，助力脱贫
攻坚。

该旗利用基层讲堂、
农牧民夜校、党员教育基
地等，广泛宣传身边先进
典型，让贫困群众认识到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通
过强化扶贫扶正、智志双
扶的思想观念，激发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同时，坚
持“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致富一户、带动一片”的
思路，围绕农牧业实用技
术开展培训 586 场次，培
训农牧民 6.75 万人，举办
汽车驾驶、家政服务、母
婴护理、电气焊、烹调等
技能培训班 36 期，提高
群众就业创业能力。该
旗还建成电商产业园区、
家和农牧业公司、散都苏
木呼勃手工艺协会等 10
个新时代农牧民培育基
地，培训农牧民 3000 多
人 次 ，结 合 黄 牛 产 业 发
展，培养 3000 多名牛经
纪人。

科左后旗
新型农牧民
投身
脱贫攻坚

□暴国忠

天刚放亮，黄国平就早早起床，
来到村东头的冷棚查看西蓝花长
势。“这两天正是西蓝花生长的重要
时期，一点也不能耽误。”他说。

黄国平是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
的一名农艺师，他进棚后，很快来了
十几个村民，整个冷棚区渐渐热闹
起来，除草、放风、引水、维护⋯⋯大
家分头忙碌着。每栋冷棚上都有编
号、种植项目、负责人，各有分工、各
有任务。据黄国平介绍，这样的冷
棚在汐子镇共有 3400 亩，主要种植
西蓝花、香菜、香葱、红椒等特色品
种，还注册了“兴隆蔬菜”商标。

黄 国 平 说 ，冷 棚 蔬 菜 好 处 多
多。首先是投资小、门槛低，生产建
设成本仅相当于暖棚的十分之一，
收益却能达到暖棚的三分之一；其
次是见效快、资金流转快，当年投
入、当年回本。冷棚蔬菜上市期，正
值南方菜和本地露地菜的空档期，
销路还挺好。

今年以来，汐子镇把冷棚蔬菜
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
抓，先后组织党员、致富能手、产业
大户远赴山东寿光、辽宁凌海蔬菜
基地考察学习，深入了解现代农业
播种技术、智能化温室育苗、现代农
业水培、有机质栽培等多种种植模
式。同时，加速土地流转，推动产业
连线成面，通过“支部+合作社+企
业+种植户”联动机制，形成统一采
购、统一生产、统一检测、统一销售
的专业化园区，和以齐家营子村、柏
林营子村、兴隆街村为中心的 3 个
千亩冷棚小区聚集区。

眼下，汐子镇冷棚蔬菜已经上
市 1 到 2 茬，平均收入达到每亩 1 万
元，预计整个生产季节冷棚蔬菜园
区可实现销售收入 5100 万元，园区
内人均增收 6800 元，直接带动园区
内贫困户 109 户 347 人稳定增收脱
贫，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赤凌一级
路、汐西公路沿线地区设施农业的
发展。

“小冷棚种出了大效益！”黄国
平乐呵呵地说。

冷棚
种出大效益

“这是白鹭，那是苍鹭和夜鹭。它们四五月份
繁殖，食欲大，长得也快，你看，白鹭宝宝正在扑翅
练飞呢。”张长龙说起鸟儿如数家珍，“入冬前，鸟
宝宝们就个个都会飞了，足以应付千里迢迢的南
迁⋯⋯”

我区湿地总面积达 601.06 万公顷，居全国第
三位，每年都会迎来大量的候鸟栖息、繁殖。熟悉
鸟类的习性、守护鸟类栖息地，像张长龙这样的

“鸟爸爸”在我区不在少数。
鸟类，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自然环境的

“监测员”。爱鸟护鸟，不仅仅是“鸟爸爸”们的事
情，更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对于非法猎鸟犯
罪行为，我们绝不能姑息放任，必须施重拳、下狠
手，让违法者真正感受到违法之痛。同时，要自觉
形成不购买、不食用野生动物的共识，给它们一个

自由安全舒适的家。
天空因为有了自由翱翔的鸟类，才显得辽阔

高远；我们的周围因为有了多种多样的鸟类，才显
得生机勃勃。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蓝天、鸟鸣啾
啾的优美环境，我们责无旁贷。

◎画中话·HUAZHONGHUA 郝丽夫妇的郝丽夫妇的““梦工厂梦工厂””

市民前来观光选花。

郝丽为安娜造型

。优雅迷人的法国斑

。

经典品种大辣椒经典品种大辣椒

。。

□本报记者 袁溪
实习生 李志良 摄影报道

这是一场眼睛的盛宴。
郝丽夫妇 2000 平方米的温

室大棚里，花如蝴蝶花似海，玫
红、桃粉、净白、纯黄、青绿，五彩
斑斓的蝴蝶兰翩然若仙，竞相绽
放。郝丽夫妇正忙着为硕大的
苗床上出剑的蝴蝶兰造型，身影
掩映在花海中。8 月 31 日，记者
看到中秋、十一档的蝴蝶兰已经
整装待发。二号棚不同花期的
种苗一派生机，满眼翠绿。

呼 和 浩 特 市 新 城 区 毫 沁 营
镇塔利村是本市有名的花卉村，

目前花卉大棚近 70 栋。园林花卉
专业科班出身的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姑娘郝丽，像嗅觉灵敏的蜜蜂寻
花而来。2015 年，郝丽和丈夫租用
了两个大棚，从此开始经营他们的

“梦工厂”——蝴蝶兰种植基地。
“我们养了 10 万个花姑娘，有

大辣椒、绿熊、金桔、安娜、哈妮、藏
宝图花⋯⋯每一个都要悉心打理，
才能出落成婷婷袅袅人见人爱的美
丽模样。”“蝴蝶夫人”郝丽说起她的
蝴蝶兰，脸也笑成了蝴蝶兰。

只 有 丈 夫 刘 国 军 知 道 她 的 辛
苦。“10 万株 15 个品种，进种苗、控
温、调湿、通风、日照、施肥、分拣、造
型、出品⋯⋯每一个环节，她都亲力
亲为，从不懈怠。”4 年来，他们的兴
顺花卉苗木种植基地声名日响，累
计销售额近 500 万元，产品供应呼
和浩特、包头、北京，还远销广州、深
圳等地。

温饱之后就是精神需求。郝丽
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鲜花
扮靓生活，他们看好蝴蝶兰的市场
前景，打算再租两个大棚，批发零售
兼休闲观光，把心爱的“梦工厂”做
大做强。

■〖生态·长镜头〗CHANGJINGTOU

蝴 蝶 兰 是 他 们
全部的生活和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