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9 日下午，云南剑湖湿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后置库桃花岛片区迎来
了一场灵动的自然盛宴。管护人员在
日常监测中，意外发现数百只林鹬在
此栖息觅食。这些身披褐色斑纹的湿
地精灵或轻踏浅水，或低头啄食，在春
日暖阳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
图景。

林鹬属鸻形目鹬科，是一种中型
涉禽，以修长的双腿和尖细的喙为特
征，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它们夏季
在北极圈至西伯利亚的苔原湿地繁
殖，秋季则开启跨越洲际的迁徙之旅，
前往非洲、南亚及澳大利亚越冬。剑

湖湿地所在的滇西北高原，正是它们
春季北迁的重要“中转站”。林鹬对栖
息地极为挑剔，依赖健康的浅水湿地
补充能量，其种群动态被视为生态环
境的“晴雨表”。

此次大规模林鹬群现身，印证了
剑湖湿地生态修复的显著成效。科研
人员表示，林鹬集群停留通常仅数日，
其动向将助力追踪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飞区鸟类活动规律。这场短暂的邂
逅，不仅为科研提供了珍贵数据，更向
世人传递着生态保护的深远意义——
守护湿地，便是守护万千生灵跨越山
川湖海的生命奇迹。

春归剑湖 候鸟翩跹
□ 通讯员 李泽辉 赵琴 羊霞彤 文／图

春日剑湖，清旷明净，莺飞草长，候鸟翩跹，一片生机盎然之景。
近年来，通过退塘还湿、水系连通、植被恢复、科研监测等保护措施，重建了浅滩、草甸等多样化

生境，剑湖湿地生态功能显著提升，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底栖动物资源，每年前来越冬的候鸟数量和
种类不断攀升，彩鹮、东方白鹳、乌雕、水雉、钳嘴鹳等濒危、珍稀鸟类频频现身。

□ 通讯员 张林静

“从之前的垃圾乱堆、污水直排，到
现在的垃圾不乱丢、污水收集后利用处
理，村民对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更加注
重，生活习惯得到了显著改善，松园村
的‘颜值’与‘气质’均得到显著提升。”
鹤庆县人大代表，六合乡松园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晋烽说。

松园村下辖 7 个自然村 11 个村民
小组，共有 374 户 1501 人，村民收入主
要依赖种植、养殖业和外出务工。曾
经基础设施落后、污水排放无序、生活
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松园
村村容村貌的提升，邻里矛盾也因此
加剧。为了更扎实有效地开展污水治
理工作，松园村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
率先垂范作用，6 名县、乡人大代表积
极主动履行职责，带头开展生活污水
治理和村庄美化建设。通过与 24 名中
心户长和部分群众代表一起探讨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法和举措 30 余
次，对全村 374 户进行污水治理政策
的宣传解读，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
推动群众从思想上“要我干”到“我要
干”的转变，凝聚全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共识。

为推进项目实施，松园村动员在外
务工的建筑施工人员返乡成立村组污
水治理施工队，结合各村组实际规划

设计管网布局，六合乡抽调懂水利、土
木、设计的专业人才对规划设计进行
审核把关，做到污水收集、处理、利用
全链条管理。同时，坚持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制定并通过了切实可行的村
民投工投劳方案和村规民约，达到了
科学规范、节约成本、规避矛盾的农村
污水治理效果。

松园村地处山区，地形复杂，村民
居住分散与集中并存。面对这一挑
战，松园村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治理
方案，而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布局合理的工作思路，在组织代表经
过充分调研后，采取了“集中处理与分
散处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全村共建
设 39 个小三格、9 个大三格，实现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在建设过程
中，将集中清理整治出来的闲置地、公
共区域空闲地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出
村级活动广场 2 处、停车场 5 处、文化
景观小品 2 处、文化墙 26 处。同时，利
用松园村家家户户都养殖兰花的基础
条件，提升家庭绿美氛围，以绿为美扮
靓乡村风景线。

截至目前，全村11个村民小组都完
成了污水收集治理，充分发动群众超额
完成户厕改建 339 座，消除裸露垃圾 20
余吨，清理五堆十乱 30 余处，群众投工
投劳 1000 余人次，加大了环境整治力
度，提升了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李树华） 近日，
祥 云县在林区制高点设置高清智能
监控摄像头，构建起覆盖全域的视频
监控网络，为从源头上严防森林火灾
发生，安全、高效处置森林火灾提供了
依据。

据悉，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护，祥云
县视频监控系统监测速度更快、范围更
广，具有智能图像识别功能，能够自动

识别林火、农事用火、其他用火等，有效
弥补了山区地形复杂、人工巡护存在盲
区的不足，实现有效监测覆盖率重点林
区达90%、一般林区达80%，极大提升了
森林火灾源头防控、早期处置和安全高
效扑救的科技支撑能力。

系统投入使用以来，累计监测制止
违规用火 200 多起、监测处置森林火情
20多起。

鹤庆县松园村——

以人大之为促污水治理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祥云县林区视频监控系统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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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嘴鹳在剑湖湿地悠然踱步。林鹬在剑湖湿地栖息觅食。

数百林鹬“中转”剑湖湿地

同日，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监测
中还惊喜地发现 1 只钳嘴鹳。剑湖湿
地与钳嘴鹳的缘分始于 2017 年，当时
首次记录到5只个体，2018年春季再次
观测到 3 只，此后七年未见踪迹。如
今，时隔七年再次相见，“三度邂逅”，
令生态工作者倍感振奋。

钳嘴鹳因独特的喙部形态而得
名，其上下喙中部无法完全闭合，形似
一把张开的钳子。这一特殊结构使其
成为捕食螺、蚌等水生生物的“专家”，
尤其对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具有显著
控制作用，被誉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天然

“清道夫”。作为典型的湿地依存型候

鸟，钳嘴鹳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地区，每
年夏季向北迁徙。其种群对栖息地要
求严苛，须具备洁净水域、充足食物源
及无人为干扰的乔木集群。全球现存
数量不足万只，我国将其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保护物种。

从 2017 年到 2025 年，钳嘴鹳的翩
然归来，恰似一封来自大自然的绿色
情书。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
战略的今天，每一片湿地的苏醒都在
诉说着生命共同体的奥秘。这个春
天，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跨越七年的
重逢，期待更多“生态使者”带来生命
的惊喜。

时隔七年再见钳嘴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