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

深
度
报
道

深
度
报
道

权
威
发
布

20192019年年44月月1919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主编主编：：杨杨 波波

□□编辑编辑：：冯津榕冯津榕

23822582382258

回想起这些年拍鸟的经历，刘世荣最大
的感受是野生鸟类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野生
鸟类对栖息地的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它们喜欢
流动、洁净的水面，并且有足够的食物，周围
还要有成片的树林。”刘世荣回忆，以前达城
符合野生鸟类栖息条件的地方不多，所以很难
在城市里见到野生鸟类。这几年随着全市生态
环境的改善和城市园林绿化的提升，野生鸟
类在达城的栖息范围不断扩大，市区各个公
园都能看到野生鸟类的踪影。即使是地处闹

市区的人民公园，偶尔也能看到几只小黄鹂在
嬉戏、觅食。

如今，达城野生鸟类种类和数量有了明显
增加。酒红朱雀、红嘴鸥、黑翅长脚鹬、白鹭、
翠鸟、相思鸟、太阳鸟等珍稀鸟类纷纷被这群
专业鸟类摄影家在塔沱湿地公园的河岸边、凤
凰山的山林里、四川文理学院的荷塘中、江湾
城的绿地旁、仙鹤路的行道树间发现。他们在
十余年间拍摄了 150余种野生鸟类，其中珍稀
鸟类近30种。

家门口也能拍到珍稀鸟类！
这群老人用镜头展现绿色家园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这样和谐美丽的自然画面不仅只存在诗中，
在达州也能观赏到。近年来，随着我市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一座座城市
（滨水湿地）公园相继建成。如今的达城推窗见绿、移步皆景，优良的城市生态
环境也吸引了众多野生鸟类栖息。17日，记者跟随市摄影家协会的一群鸟类
摄影“发烧友”去寻找那些生活在城区的鸟儿。

这群摄影家在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李开杰
的带领下，走南闯北，深入全国多地的山林河
岸间，寻找那些与自然共存、如精灵般的美丽
鸟儿。他们中有腿脚残疾、用三脚架做支撑
爬山寻鸟的彭成荣老人；有把拍鸟当做一种
享受的周开伦；也有在凤凰山抓拍到酒红朱
雀后喜悦得像个孩子的何渠华；还有坚持拍摄
鸟类十余年的刘世荣。他们平均年龄超过 65
岁，不少已近古稀，但为了心中那份对鸟儿的
情感，从不喊苦喊累。

据李开杰介绍，在摄影艺术中，近几年开
始盛行“生态摄影”。2019年元月，达州市摄影

家协会正式组建了“生态摄影专业委员会”，用
“大炮拍鸟”来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目前，我市
扛着“大炮”的摄影人已有近百人。在李开杰
看来，鸟类是人类的朋友，生物的生存环境离
不开人们的呵护。

“在这些年拍鸟的过程中，广大摄影人更
加热爱大自然，更加崇尚城市生态环境的保
护。生态摄影成为激励我们珍爱家园，和自然
和谐相处的催化剂。”李开杰表示，拍摄鸟类一
方面是宣传我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成就，另一
方面也是呼吁市民共同爱护环境，保护野生鸟
类，保护达城这座绿色家园。

□本报记者 张海涵

三脚架、长枪短炮、迷彩服……当记者来
到塔沱湿地公园时，市摄影家协会生态摄影专
委会的6位会员正扛着设备在州河边寻找合适
的拍摄地点。他们都是鸟类摄影的“发烧友”，
年龄普遍超过60岁，常年与各种珍稀的野生鸟
类打交道，致力于用镜头捕捉鸟儿最灵动的一
刻。他们拍摄的不少照片都成为达州野生鸟
类保护的重要文献资料。对他们来说，拍摄鸟
是一种发现美、记录美的方式，欣赏好照片是
一种美的享受。

生态摄影专委会主任刘世荣今年69岁，已
经投身于鸟类拍摄十余年。从爱鸟、观鸟到拍
鸟，他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爱好过程。刘世
荣从小就喜欢鸟，几十年前达州生态环境很
好，能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鸟，那些色彩艳
丽、姿态优美的鸟儿让他着了迷。但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快，记忆中的鸟儿难觅踪影。从那
之后，他便拿起相机开始了寻鸟、拍鸟之旅，
退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有空，他就
和朋友扛着长枪短炮出现在达州的山林里、州
河边。

然而捕捉鸟儿精彩的瞬间并不容易，不仅
需要像素强大、价格昂贵的专业相机，还需要
长途跋涉，蹲守几天都拍不到好照片也是常
事。并且鸟儿从降落、停留到起飞往往只有几
秒钟时间，错过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拍到了。

刘世荣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和朋友
耗时数月，辗转雷音铺、铁山、凤凰山等地，直
到今年2月在魏兴镇友谊村才拍到了心心念念
的红嘴蓝鹊。“这种鸟是一种体态优美的笼鸟，
颜色艳丽十分好看，并且在达州难以寻见，能
够一次拍到6只令我们欢呼。”刘世荣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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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路岸边的白鹭（彭成荣 摄）

仙鹤路上的翠鸟（彭成荣 摄）

魏兴镇友谊村的红嘴蓝鹊（刘世荣 摄）

魏兴镇友谊村的红嘴蓝鹊（刘世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