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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湿地须浮鸥育雏
西海湿地须浮鸥育雏。。

随着旅游的脚步越走越远，去过了北极漠河之
后，就有了去东极抚远的想法。早早就做好了行程
攻略，近日开启了去抚远的旅程。

没有直通抚远的车次，上午从齐齐哈尔出发，中
途在哈尔滨倒车，第二天中午到达抚远。抚远好远，
虽然还在黑龙江省内，从家出发已经走出1100多公
里。

在公共汽车站预定了第二天去黑瞎子岛的票，
找到入住宾馆，已经是下午两点多。刚刚下过一场
雨，空气格外清新。东极阁坐落在266.5米的南山之
上，牌楼正反面写着“盛世祥和”“松海听涛”。拾阶
而上，峰回路转，直到体力接近极限，忽然听到了清
脆的风铃声。寻着声音，看到了壮观的东极阁。台
基之上，一幢木结构的建筑，虽然只有二层，却重檐
叠嶂，数不清有多少个角，每一个飞檐翘角处都挂着

一个金属风铃，风吹来叮咚作响。此时，太阳正一点
点西沉，把浓淡相宜的云照得层次分明，如一个调色
板。东极阁是抚远的至高点，吹着江风，令人心旷神
怡。黑龙江如玉带蜿蜒而下，江两岸一片安宁祥和。
在台基的一侧立着一个熊猫望远镜，我们一行人逐一
体验。在高倍镜下，江对岸是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
克，城市的高层建筑看得一清二楚。熊猫文化，世界
共享。1606米乌苏大桥由一根钢柱斜拉钢丝，一柱擎
天是建桥史的奇迹，走过“东方第一桥”，就到了黑瞎
子岛。

黑龙江蜿蜒伸展，从四个方向看，篆书“东”字型
建筑雕塑屹立在东极广场上，在太阳下闪着银光，极
具立体感，彰显了华夏东极的魂魄。古朴典雅的东极
宝塔是汉唐风格的六角形九层宝塔，总高81米，整体
设计体现了九九归一、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文化理

念。宝塔只开放6层，层层登临，感受风的通透灵动，
八面玲珑。最早在这个岛上落户的是黑熊，东北人称

“黑瞎子”，之后才有了人类的足迹，此岛便被称为黑
瞎子岛。野熊园区有130余只野生放养的黑熊，玻璃
栈道下的横木搭的台子上有10多只黑熊，它们都披
着一身V字领的毛皮，得到游客投过去的玉米、西瓜
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憨态可掬。在观光车上，游客还
可通过增加保护装置的车窗窗口喂熊，探秘体验、生
态观光成为旅游主题。2256米长的漂浮式的木栈道
是湿地公园的独特景致。在这里，人、动物、湿地构成
了一片生态文明的祥和景观。

抚远东极，这是一次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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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的家在嫩江市临江乡多金村，经常看到她
在朋友圈发的美照。能够感觉到，那里的风景如
画。又在某一天，听到另一位朋友提起那里，说从
高速公路下来，无意中发现此地。他曾经在那里露
营，清晨山间起雾，能够看到江中的小岛，画面像明
信片上的诗意桃源。这让我萌生了一定要去看看
的念头。

北方的六月，鲜花次第绽放，正是适宜旅游的
季节。一路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绿草如茵。等车
驶上乡间的道路，两侧是我最喜欢的杨树林。

到了多金村，正在修路，无法前行。问了村里
人，可以从村办公室的院内驶出去，曲径通幽。终
于看到了那片山野，没想到视野如此辽阔，一时间
颇为惊喜。

山坡上矗立着一大块石碑，上面写着四个字：
多金遗址。石碑背面有介绍，该遗址于2004年尼
尔基水库考古发掘，曾出土陶片、石器若干，对研究
古代人类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遗址被群山环抱，面前是浩渺江水。难怪古代
会有人选择在这里生活。能够上山打猎，又临近水
源可以捕鱼，实在是理想而美丽的栖息之地。

而我久居钢筋水泥的城市，已经很久未曾看到
这样唯美的山水了。想起漠河的北极村，在那里眺
望对岸，也有这样一片无边无际的诗意的山水。

四野无人，尽情呐喊几声，只听到回声在风中
飘荡。可以放下一切生活的负累，假装自己是一个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

有时觉得很容易满足，只要看到这些野草，这
些树木的绿意，就已经身心舒畅。还是习惯独自去
走，去看那山顶的敖包，去眺望远处的江水，去想象
别人来到这里的心情。

三毛曾经说过，有谁不是寂寞地生，寂寞地
死。即使有人陪伴，也不能分享某些时刻，心里的
震动。于是静静去望，默默去走。你带不走这些风
景，只有身在其中的时候，它们才在这一分、这一秒
属于你，和你有片刻的交融。

六月是枯水期，能够看到干涸的河床。而我很
想在那干裂坚硬的河床上走一走。下山的时候，看
到奇形怪状的石头，像古代的战场。看到干涸而死
的贝壳，想象它们的绝望与挣扎。还有残破的渔
网，没有人的小屋，真是野渡无人舟自横。

每次出来，都会拾到几块石头。到处都有这种
泛绿的石头，不知道是它本来的颜色，还是上面生
出的绿苔。还有普通的玛瑙石，没有特点，也不够
晶莹剔透。不过，也是一种纪念，提醒着我曾经来
过。

有时会想，在我经过的山坡，是否有新石器时
代遗留下来的石头。或许有，只是我不识，视若无
睹。

在河床上走了一大圈，通过地势平缓的地带，
再次爬上山顶。高处总是有呼啸的风，再次远眺，
那些曾在初见时征服我的风景。很多景象，不身处
其中，是无法想象和体会的。用照片，用文字，都不
能让你完全感受到那种孤寂的美。

就像荣格自传里的一句话：“所谓孤独，并不是
因为身边没有他人才会产生，而是自己看重的事情
却无法向他人传达，自己持有的观点不被他人接
受，如此而已。”

在自然面前，唯有虚怀若谷。它的馈赠，让人
感受到短暂的丰盈。

“若非此身居于世，何来明月伴终老”。多金，
是去了一次还想再去的地方。有时也会想，在多金
这样的环境里走出来的闺蜜，难怪如此浪漫多情。
而喜欢这里的人，心里也一定住着一方净土。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
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就像歌中唱的那样，
在尘世，有谁不是过客？就像那千年前，曾经在这
里生存过的人们一样，只留下那些打磨过的石器。
可是那段远古的美好生活，那稍纵即逝的辰光，仍
旧可以让后人痴迷回想。

多金的山水
□文/摄 安文生

西海湿地公园大门西海湿地公园大门。。

西海湿地公园西海湿地公园。。

多金遗址。

东极广场华表东极广场华表。。

出肇源城西门，那满眼绿
色，清澈可见的万亩大片水域便
映入游人的眼帘，微风拂过，丝
丝水滴打湿了人的脸颊，用舌尖
舔一下嘴唇，甜甜的，给炎热的
夏天带来了一丝清凉。头上群
鸟飞翔，阵阵花香、苇香、蒲香扑
面而来沁人心脾，这就是西海湿
地。湿地内平均水深 1.5 米左
右，水生植物有天然的挺水植物
和浮叶植物两大类，挺水植物主
要有芦苇、蒲草、莲花等；浮水植
物主要有芡实、菱角、浮萍等。
芦苇荡中栖息着江鸥、野鸭、大
雁、鹤类等珍贵水禽八十余种，
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丹顶鹤等。

西海湿地美如画
□张津友

2001年肇源县委县政府将西海湿
地划为“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二十
年来重点规划建设了莲花观赏区、鸟
类翔集区、半岛休闲区、环路观光区等
九大功能区，建了莲花池、观鱼亭、观
鹤台、休息木屋、环海路和观鸥堤等，
建有九亭三桥三路一回廊，便于游人
观赏。2013 年划为省级湿地公园，
2018 年晋升为国家级湿地公园，2023
年被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这
里被省里确定为主要观鸟胜地之一。

每到春季，西海湿地公园波平如
镜，碧水欣欣然映衬着黄绿相间的蒲
草，各种大大小小、色彩斑斓的鸟儿仿
佛收到了春天的邀约，从遥远的南方
飞回来，开始长达半年多的盛大聚
会。首先归来的是鹭、鸥，紧接着是
鸭、雁、鹤等大部队。虽然北方是晚
春，时常有倒春寒的余威，但它们已经
在湖面上引颈入水自在觅食，有的踏
波翩翩起舞，有的追逐嬉戏鸣唱，有的
在岸边闲庭信步，悠然自得地晒着太
阳……到处呈现“百鸟争鸣”“鹰击长
空”的景象。

到了夏季，西海湿地里的芦苇、蒲
草已是一片葱绿，抬头望去漫漫无际
的芦苇荡和高高的蒲草中，一些知名
或不知名的水鸟一会儿在水中嬉戏，
一会儿落上苇尖“唧唧……”欢唱，它
们赶趟似的呼朋引伴，在这里聚集。
有大家熟知的布谷鸟，时不时会听到
它“布谷、布谷”的鸟鸣。还有小巧玲
珑色彩艳丽的杜鹃，长有栗橙色羽毛，
铁蓝色喙的翠鸟等。有喜欢鸟的游客
竟在游船上撒下一些粮食，常常引来
大批水鸟落上船头不慌不忙地吃着美
食，久久不愿飞离，游人们用相机抓拍
下这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彩
画面。叫声最好听的云雀号称百灵
鸟，叫声清脆，响亮悦耳，声音里带着
一丝莫名的亢奋，从春到秋隐藏于树
林里或芦苇荡中，常常雌雄对唱，这只
刚刚停歇，那只又开始了接力，有时可
能站累了飞在高空也能继续鸣唱，一
口气可持续一两个小时不知疲倦……

在公园西侧鸟类翔集区一处水
域，南侧小岛上矗立着三个蘑菇状的
凉亭，往北有一条400米长、10米宽的
狭长甬道，绿树、蒲苇茂密，这里成了
赤麻鸭、绿头鸭、灰麻鸭、斑嘴鸭，红嘴
鸥、浮鸥、叼鱼郎等鸟类的快乐天堂。
吃饱喝足的赤麻鸭、灰麻鸭嘎嘎鸣叫，
一大群叼鱼郎等鸟类上下翻飞，相互
比赛似的不断从水中叼出一条条鱼，
兴奋地昂首伸脖，扇动翅膀吞噬或炫
耀，那阵势令游客惊奇。

进入夏季，湿地云天寥廓，生态环
境宜人。鸟儿们完成了孵化繁殖，在
长达 200米的九曲木栈桥两侧，鹌鹑、
水雉、浮鸥、水老鸹或三五成群，或两
两成对，各有一处寻食嬉戏的区域，不
同鸟群之间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互不
干扰。水中一对对水老鸹带着四五只
小宝宝组成的“家庭”单独栖息，“爸
爸”和“妈妈”在前面引领，宝宝们在后
面紧紧相随，一会儿两个“家长”钻入
水中叼出一条小鱼转向身后，引来众
宝宝们争抢，很快一条条小鱼喂进宝
宝的嘴里，那场面令人感到十分温
馨。这些鸟儿们悠哉、游哉、乐哉，丝
毫不为外界的动静所惊扰。

沿着湖边路向北进入湿地核心
处，站在观鸟台举目四望，云天下，水
草繁茂，水域茫茫，稍后头顶上突然传
来了群鸟的鸣叫声，一群鸟似一片乌
云压顶疾速飘来，上下盘旋，数以千计
的鸟组成庞大方阵一起飞翔，一起扑
通扑通落在湖面上，未待这群鸟飞起，
又是一片乌云压顶，鸟的鸣叫声响彻
长空。接着又一群鸟飞来，偌大的水
面上被一群群鸟所覆盖。小天鹅、豆
雁、水鸡、红嘴鸥、白鹭等混在一起，千
百只水鸟飞跃欢腾，场面十分壮观。
静中有动，动中有声，游客欣赏到动静
交织的多彩画面，听到了大自然最美
的天籁之音。

举起望远镜，还会清晰地看到，几只或十几只一米
长的白色身躯，两米多长的双翅，长长的嘴，白白的羽
毛，黑黑的羽翼一会翩翩飞翔，一会嘎嘎叫上几声，单
脚站立扇动宽大的翅膀，用头梳理着自己的羽毛，这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有时还可以看到长腿、
长颈、红色嘴巴、体态修长，头上点缀着红点的丹顶
鹤。它们有时胸脯挺得直直的，昂首前行似威武的壮
士，有时曲颈低头胜似淑雅的仙子，叫声响亮而沉静，
胜似一曲曲动听音乐。在这里常见的珍稀大型鸟类还
有展翅苍穹的雄鹰、飞得高高的秃鹫。进入七月，西海
湿地公园伴随湖面莲花盛开，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画卷
便铺展而来。千亩莲花池里，宽阔的水面上漂浮着大
片大片莲叶，托举着大朵大朵粉红色的莲花，娇艳欲
滴，朵朵相依，清秀、雅洁，让人感受到了“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犹如一幅油画，为夏日
增添了清幽香气和美妙的色彩。花和鸟相得益彰，游
人如织，赏花观鸟和这里的美景同框，游客纷纷拿出手
机拍照、录视频，留下精彩的瞬间。据悉，这里年接待
游客五十多万人次。

西海湿地是松花江北岸一处与城市相连的独特生
态景观，现在珍稀鸟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这

里，已经成为人们观光、旅游、摄影、科考的
胜地。“这里鸟美、荷花美，来此旅游真

是不虚此行！”西海湿地让游
客们领略到了绿色生态的魅
力。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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