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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影捕手”到“护鸟使者”

东平湖畔的护鸟传奇
本报记者 刘小东 秦雷 韩波 文 陈阳 图

四月的东平湖，春风轻拂湖
面，泛起层层涟漪。岸边新绿的
垂柳随风摇曳，芦苇丛中不时传
来清脆的鸟鸣。在这片生机勃勃
的春日画卷中，71岁的陈昌伦带
着他的护鸟团队穿梭在湖畔。从
2019年至今，6年的时间，陈昌
伦守护鸟儿的脚步从未停歇，在
东平湖这片广阔的水域上，用自
己的执着与热爱，书写着人与鸟
儿和谐共生的动人篇章。

从定格光影到守护生命镜头转场
头 发 花 白 ， 双 目 炯 炯 有

神，说话中气十足……初见陈昌
伦，很难相信他已经 71 岁了。他
是土生土长的东平人，现任东平
县护鸟观鸟协会会长，省生态环
境厅“东平湖青头潜鸭养护观测
站”负责人。

谁 能 想 到 ， 这 位 精 神 矍 铄
的 老 人 ， 曾 是 一 名 退 休 后 专 注
于 风 光 摄 影 的 爱 好 者 。 2014
年 ， 退 休 后 的 陈 昌 伦 开 始 拍 摄
风 光 照 ， 那 时 候 的 他 ， 只 是 单
纯 地 想 捕 捉 鸟 类 灵 动 的 瞬
间。直到 2019 年冬天的一次经
历 ， 彻 底 改 变 了 他 的 人 生 轨
迹 。 陈 昌 伦 在 东 平 湖 畔 拍 摄
时 ， 一 只 脚 上 带 着 铁 夹 子 的 赤
麻 鸭 闯 入 他 的 镜 头 ， 看 着 这 只
受 伤 的 鸟 儿 痛 苦 挣 扎 ， 陈 昌 伦
内 心 被 深 深 触 动 。 他 放 下 相

机，开始想尽办法救助这只赤麻
鸭。从那一刻起，他决定把保护这
些“空中的精灵”作为自己新的使
命，成立护鸟观鸟协会，从“拍鸟
人”转身成为“护鸟人”，走上了
爱鸟护鸟的旅程。

东平湖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枢纽，山东省实施国家黄河战略
示 范 区 域 ， 近 年 来 ， 东 平 县 落
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加强生
态保护与修复，越来越多的珍稀鸟
类在东平湖繁衍生息。

四月，是冬季候鸟离去、夏季
候鸟陆续到来的时节。陈昌伦像往
常一样，开着车，带着协会成员在
东 平 湖 边 巡 查 。 陈 昌 伦 笑 着
说 ：“ 现 在 正 是 候 鸟 更 替 的 时
候，东平湖是它们重要的‘中转
站’，我们得好好守护，让它们安
心落脚、顺利迁徙。”

与时间赛跑的救助行动无畏前行
在陈昌伦的护鸟生涯中，救助

受伤鸟类是他工作的重要部分。每
一 次 救 助 ， 都 是 一 场 与 时 间 的
赛跑。

2023 年 12 月 6 日，陈昌伦刚
刚做完第二次心脏支架手术，身体
还十分虚弱，当得知在东平湖西黄
河滩发现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
尾海雕，并需要救助时，他毫不犹
豫地赶到了现场。

陈昌伦回忆道，当时他立刻组
织 专 家 对 这 只 白 尾 海 雕 进 行 救
治，仔细检查后发现它没有明显的
外伤和内伤，凭借经验，陈昌伦猜
测 它 是 因 饥 饿 导 致 身 体 极 度 虚
弱。于是，陈昌伦赶紧给白尾海雕
喂食，并为它注射了补充营养的药
物。在陈昌伦和鸟类专家的悉心照
料下，白尾海雕第二天便有了明显
好转。为了让这只白尾海雕能够回
归自然，陈昌伦在放生时为它安装
了卫星定位装置。

然而，几天后，陈昌伦通过卫

星定位发现白尾海雕在河南濮阳停
留了6个小时一动不动，他意识到
这 只 白 尾 海 雕 可 能 又 遇 到 了 麻
烦，陈昌伦马上多方联系协调，并
将白尾海雕的位置信息发给了濮阳
的救助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这只白尾海雕再次得到了救
助。此后，陈昌伦经常会在手机上
查看这只白尾海雕的定位，了解它
的轨迹。

自 2020 年 3 月东平县护鸟观
鸟协会成立至今，像这样的野生
鸟类救助行动，陈昌伦已经组织
了 200 多次。在长期与野生鸟类
打交道的过程中，陈昌伦积累了
丰富的救治经验。回顾这些年的
观鸟护鸟之路，陈昌伦表示，每
次放飞痊愈的鸟类，他都发自内
心的高兴。有次放飞一只救治了5
个月的白鹭时，没想到它又飞回
了 基 地 ， 它 舍 不 得 这 里
的“家”。那一刻，陈昌伦觉得所
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6年8万公里的坚守步履不停
一个一人多高的迷彩色大罩

子，外面再伪装一些杂草，就是一
个人造移动隐蔽观测棚，也是陈昌
伦观鸟护鸟的重要装备。东平湖面
积广阔，环湖一圈约 80 公里。陈
昌伦和协会成员巡逻一圈得花费4
个小时。6年来，他的护鸟巡逻里
程达8万公里。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保护鸟类的
行列，陈昌伦与协会成员共同编写
了 科 普 画 册 《东 平 湖 生 态 与
鸟》，向大众普及鸟类知识和保护
的重要性；个人出资打造了一个集
救治、科普展览于一体的观鸟护鸟
基地，让人们能够近距离了解鸟
类，增强保护意识；参与了东平县
林业保护发展中心开展的冬季鸟类
调查等工作。

在陈昌伦的带动下，东平县形
成了全民护鸟的浓厚氛围。今年，国
网东平县供电公司600多名职工加
入爱鸟护鸟的队伍，全县13个供电
所都建立了鸟类收容救护站。电力
铁塔上，原本可能影响鸟类筑巢安
全的区域，经过改造，建起了适宜鸟
儿居住的“新家”。当鸟受伤时，供电
所救护站的工作人员会进行简单救
治，然后及时送往救助中心，实现
了“鸟线共生”。

陈昌伦每天都很忙碌，他开玩
笑说：“退休后，我反倒比上班还
忙。但人活着只要有事儿干、有精
气 神 儿 ， 比 啥 都 强 。” 在 他 心
中，这些鸟儿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
一部分，守护这片水域的生态环
境，是他一生的使命。

万鸟翔集共舞和谐新章生态蝶变
随着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推

进，东平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2019 年 冬 天 ，全 球 极 危 物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首
次进入陈昌伦的镜头。“我们第一
次观测到青头潜鸭是在2019年，只
有70只左右，到2022年冬季，观
测到的数量就达到1664只。”陈昌
伦说，他们发现的 1664 只青头潜
鸭，是目前国内有记录的最大单一
种群，这充分说明东平湖的水质和
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为了保护青头潜鸭，陈昌伦担
负起了更大的责任。2022年5月22
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成立“东平
湖青头潜鸭养护观测站”，任命陈
昌伦为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在陈
昌伦的救助中心成立“青头潜鸭监
测与研究中心”。2023 年 5 月，陈昌
伦被评为山东省十佳生态环境志愿
者，并在全省助力黄河重大国家战
略老专家顾问团成立启动仪式上作
典型发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好

这一湖绿水，让青头潜鸭在东平湖
实现自然繁殖、人工繁殖，进一步
扩大种群数量，这是我后半生最大
的愿望。”陈昌伦坚定地说。

近年来，东平县落实“黄河重
大国家战略”，加强生态的保护与
修复，沿湖建了生态防护林，并招
聘450名公益岗人员积极参与护林
和爱鸟护鸟行动。东平县林保中
心、生态环境局和护鸟观鸟协会还
共同制定了拍鸟的行为规范，针对
夏季众多来东平湖拍鸟的人士，划
定拍摄区域，避免因拍摄行为惊吓
到鸟类。

如今，东平湖上的鸟儿种类日
益丰富，从最初单一品种的须浮
鸥，壮大到现在包括青头潜鸭、赤
嘴潜鸭、花脸鸭等在内的百多种珍
稀鸟类，每年吸引超过30万只水鸟
在此栖息越冬。

春日的东平湖，处处洋溢着生
机与活力，陈昌伦举起望远镜，波
光粼粼的东平湖畔，七旬老人与万
千飞鸟，共同绘就着黄河生态文明
的动人画卷。

11

22

33

44

陈昌伦（右三）为供电公司职工讲解救护鸟类知识。

供电公司制作的鸟儿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