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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报道，认真履行记者职责。

据悉，我省各地市都有爱鸟护鸟
民间组织，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到这
一行动中。哈尔滨市爱鸟组织志愿
者杜克说，他们有很多微信群，每个
群里都有数百名志愿者。“我妻子就
是‘170湿地保护队’的队长，170是她
们队的编号，全省统一排序来的。”

杜克的妻子叫张洪霞，3月 30日
从哈尔滨市赶到了绥化市，驾驶的车
辆满是泥巴。“我们经常是这种状态，
因为要深入到村屯去巡护，有了线索
就急匆匆地赶去，也顾不得洗涮车
辆。”据她介绍，她的队员来自各行各
业，都是在出人出力无偿地参与活
动，只为保护小鸟儿。

“我们在滨江湿地还解救过苍鹭
和鸳鸯，这说明了政府保护自然环境
的力度和成效，野生物种的回归和丰
富，也告诉我们后续保护任务更加艰
巨。”据她介绍，为了让受伤的鸟儿有
温暖安全的家，有些志愿者甚至将一
层楼腾出来进行照顾。“希望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进来，让子孙后代都能有
小鸟儿的记忆。”

按照《刑法》，捕捉伤害属于国家
重点保护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鸟
类，将被刑事立案。而对一般的三有
野生动物，包括麻雀、白头翁等，非法
捕鸟数量达20只以上将刑事立案；20
只以下，根据 2017年新修订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处以行政处罚。新野保
法的处罚标准有所提高，单位违法将
处以 5万元以下罚款，个人则是 2万
元以下罚款。

爱护
我们的小鸟儿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家住牡丹江市阳明区“天下一家”小区的王先生
反映：小区的自来水浑浊，且有异味。近日，记者来
到当地了解情况。走进小区，遇到了多个居民，其中
一位居民说，一周前自来水的确有些浑浊，但现在已
经好多了，可是味道却有些怪，不知会不会对人体造
成危害。

小区物业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前几天自来
水公司停水，来水后就有些浑浊，有可能是依附在管
壁上的一些水垢被冲刷出来了。放一段时间的水就
好了，现在自来水已经很清了。之后，他拿出一个透
明塑料瓶在水龙头处接了一瓶水，果然看不到里面

有杂质。
对于水中异味的问题，这名物业工作人员说，其

他小区的自来水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具体原因得问
自来水公司。

小区居民拿来了煮沸后的自来水，记者现场
喝了一口，明显感觉到水中有类似消毒水的味
道。

记者又向当地自来水公司了解情况，一位工作
人员说，最近由于牡丹江上游来水浑浊，水质较差，
公司为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加大水厂药剂量，所以
会产生怪味，再过几天，江冰全部融化，流量增大，水
质将会变好，到时水厂将会减少药量，水就不会有味
道了。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3 月 29 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南极街
116号哈尔滨游泳馆外，两堆残雪堆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雪堆里还夹杂着各式各样
的垃圾。有经过的市民表示：“这样的残
雪垃圾堆应该尽快清扫，特别影响市容市
貌。”

志愿者呼吁：
快来保护我们的小鸟儿

3 月 31 日，来自全省各地的志愿
者，在绥化市放飞250只小鸟儿。这些
小鸟儿都是食药环民警和志愿者们走
街串巷，或在田间地头儿解救下来的。
其中，仅苏鸟儿就有160只……

穿了串子烧 包成饺子煮 关进笼子遛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小鸟儿在前面带路”，曾几
何时，我们唱着这首歌去上学，
快乐的童年有小鸟儿作伴。现
在，孩子们画一只麻雀都困难，
因为很少见到它们的踪影。

1日，“松哈大湿地保护地救
助站”站长、志愿者王歌说，必须
让所有人都知道，滥捕滥食小鸟
儿已经违法，这种行为会遗患子
孙后代。

城市的家雀儿
哪去了

麻雀，也被东北人称为家雀
（qiao）儿，曾经广泛地分布于城
乡，与人为邻。2015年的冬天，
一些哈尔滨市的居民猛然发现，
成群结队在楼间起落飞舞的麻
雀，仿佛一下子就没了。与此同
时，国内很多城市的年轻人，也
在网上不断提出同一问题：“我
们的麻雀哪儿去了？”

记者曾就此采访过林草管
理部门和东北林业大学的老师，
得到的答案有三个：一是高楼林
立，树木不丰，麻雀生存空间减
少；二是污染增多，打虫药增多，
能吃的食物少；三是滥捕滥食。
其中，滥捕滥食成为主因。当
时，在南岗区海关街一带、道外
区沿江市场内，都有麻雀馅儿饺
子出售，成袋子的麻雀肉更被当
街叫卖。

“这几年，我们在松北湿地、
道外湿地和城市的公园、绿化带
内，清除过大量的粘网，解救过
数以万计的小鸟儿。值得一提
的是，麻雀一旦被粘网粘上，即
便及时解救也很难存活。”志愿
者王歌说，麻雀吃草籽和小虫，
在城市里绝对算是人类的好朋
友。

乡村的野鸟儿
在减少

60岁的老孙是绥化市居民，去年成为
“170湿地保护队”的志愿者，他说吃鸟儿
是一种恶习，必须予以纠正。“让我最震撼
的一次，是和食药环民警去肇东执法。在
一个捕鸟者家里，竟然搜出了一大冰柜死
鸟儿，都是他在野外用粘网粘的。难以想
象，这些漂亮的小鸟儿，就这样被卖到餐
桌上。”

大庆市湖沼湿地和草甸众多，不但是
迁徙鸟类的重要通道，也是“土著”鸟类喜
居之地。“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有很多烧
烤店，都有一道名菜，烤铁鸟儿。”20年前，
黄先生曾在大庆市所辖 4个县域都工作
过，他说“烤铁鸟儿”至今还能找到，谁能计
算出这些年人们吃掉多少只“铁鸟儿”？

王歌说，他们负责的区域就是松花江
沿线、哈尔滨和大庆辖区，这一区域滥捕
滥食野鸟儿问题比较突出，执法和救助也
比较密集。“去年冬天，我们还解救过两只
大雁、一只红隼，这可是国家一二级保护
鸟类，有的人也敢吃。他们用弹弓打铁
蛋，小鸟儿挨一下就是粉身碎骨。”

养鸟儿
不是爱鸟儿

3月31日，记者在绥化市人民公园附
近，目睹了食药环民警的一次执法：风和
日丽，一位老人将鸟笼挂出来晒鸟儿，面
对民警的收缴，他气愤地说自己爱鸟儿，
才养鸟儿遛鸟儿……志愿者将他喂养的
小鸟，在森林公园放飞，它们却停留在枝
头不肯离去。

两位女志愿者在草地上撒了小米儿，
其中一位大姐说：“养鸟儿就是害鸟儿，它
们不会自己觅食，在野外就得饿死。”她们
将持续来这里一段时间，培养小鸟儿“自
食其力”。“我们不反对你养宠物鸟，因为
它们早已被驯化，但这些野鸟不行，它们
找机会就要飞走，但自由之后却又不会生
存。”

就在绥化森林公园附近的一条沟渠
内，民警们还发现了粘网。“在这里就能抓
到黄鸟儿、苏鸟儿、相思鸟儿，这些好看的
小鸟一旦进了粘网，要么就是等待死亡，
要么就是被人装到笼子里，拿到城区卖
了，供人养、赏、遛。”志愿者们举例说，苏
鸟儿学名白腰朱顶雀，也是“三有”鸟类，
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
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帮 你问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啥情况？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牡丹江市东安区东二条路附近路面
出现了严重的翻浆，塌陷出了两个坑，底
盘低的车辆经过时很容易被磕坏。近日
记者看到，破损路面占据了一条机动车
道，对当地交通造成影响。坑内有水，行
人走到这里需绕行。提醒相关部门早日
将其修复。

道路翻浆塌陷
赶紧修修吧

放飞小鸟。

让鸟儿回归大自然。

志愿者解救小鸟现场。

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两堆残雪垃圾
尽快清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