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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第十四届《湿地公
约》缔结大会举办地武汉作为有
名的“百湖之市”“湿地之城”，拥
有丰富的湿地资源，和北方湿地
相比，广东的湿地资源有何不同？

丁泽荣：广东的湿地以河口湿
地或内陆湿地为主，由于特殊的地
理区位和纬度，相对北方的湿地景
区来说，生物的多样性更丰富，生
物的数量和品种也更多。这也是
大量的候鸟每年冬天会从北方飞
到南方过冬的原因。总的来看，南
方的湿地自然环境和栖息条件相
对北方更为优越，一年四季都能在
此看到非常多的鸟类，包括候鸟以
及大量的留鸟。

从游客体验来说，广东的湿地
四季都可游，且有着四季分明的特
色景观，更不存在北方湿地冬天面
临闭园的情况，反而恰恰在冬天因
候鸟的到访迎来湿地旅游旺季。

以南沙湿地为例，春天是探鸟
巢的季节，此时万物新生，特别是
候鸟在过了一整个冬天后，开始繁

殖宝宝，纷纷在树上筑巢哺育；夏
天是欣赏荷叶田田的季节，湿地万
亩荷花盛开，香飘万里；秋天是芦
苇盛开的季节，金灿灿的一片芦苇
荡为不少摄影爱好者所称道；到了
冬天更是整个湿地最热闹的季节，
万鸟归来，一派湿地唱晚的美好景
象。这时虽然天气冷了，游客观鸟
的热情却是不减，而这也是南方湿
地独有的冬日景观。

羊城晚报：本届《湿地公约》
缔约方大会主题为“珍爱湿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你看来，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南沙湿地是如
何体现的？

丁泽荣：对于湿地景区来说，
一切项目的打造都应建立在以自
然为本的基础上，所有经营活动
的中心都应围绕怎样对湿地进行
更好的保育。

在南沙湿地有一个特别的景
象，站在景区高处的海景塔上俯
瞰，仅一水之隔，一边是万亩自然
生态湿地，另一边则是广州港繁

忙的现代工业文明景象，两者没
有任何的冲突，它展示了粤港澳
大湾区在致力于发展工业文明的
同时，也同样注重自然生态保护
的和谐一面。而为了让游客深入
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景区在
相应的参观点打造了有趣的湿地
生态文明科普知识场景，不少家
庭游客都是通过这些科普知识展
台带孩子了解到人与地球和大自
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在每一个湿地核心保育区，
在保证正常游览活动的同时，则尽
可能不让游客与湿地自然生态之
间发生冲突。包括限定每一次登
上观鸟平台的人数不得超过 30
人，每天在湿地游船的游客控制在
2000人以内；观鸟平台修建在离
湿地候鸟觅食区约200米远处，尽
可能减少人类对鸟类的干扰。

羊城晚报：为迎接十几万只
候鸟、打造更适宜大批候鸟栖息
的环境，湿地是否需要在冬季来
临前进行系统维育等方面的准备

工作？
丁泽荣：尽管南沙湿地本身

就是候鸟南迁的必经之地，属于
候鸟南迁“高速路上必经的服务
区”，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迎接候
鸟越冬，湿地会提前做大量准备
工作，主要是给候鸟提供充足的
食物补给，打造让其流连忘返、甚
至不想离开的理想生态环境。为
此，每年从3月到 5月，景区会提
前将一些小鱼小虾以生态保育放
养的形式放入湿地中，保证在候
鸟来临之前，水底已有充足的食
物可供其饱餐。

此外，湿地在候鸟觅食的主
要区域开辟了一个类似于“自助
餐厅”的觅食区。在这片大约
300 亩、专为候鸟量身定制的浅
滩觅食区，工作人员会将水位精
确控制在5~10厘米，令到水鸟只
要轻轻踩在水面上，低头就能吃
到丰盛的小鱼小虾。可以说，为
了服务好“餐厅”尊贵的“客人”
们，景区每年都在持续做相应的

提升工作。
羊城晚报：湿地景区作为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基
础，在承担科普宣传教育职责方
面有哪些具体做法？成效如何？

丁泽荣：南沙湿地依托本身的
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开发设计
了一些具有科普教育意义的体验
活动，如今年打造的一系列农事研
学体验活动，包括结合南沙在地的
疍家文化推出的“干塘摸鱼”活动，
以及湿地自然观鸟活动、自然笔
记、红树林探索活动等。

而为了讲好南沙自然生态资源
的故事，除了在景区内的传播，围绕
湿地生态资源进行的相应课程设计
和开发也成功走进了周边的学校和
一些公益机构，如通过与附近中小
学校共建，将湿地自然生态保育知
识带进校园，由景区的老师走进学
生们的生物、劳动课堂，在校内开展
相关主题活动，对带动不同年龄和
阶层的受众加强自然生态环境保育
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广东喜迎湿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署名除外）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近日在武汉开
幕，再次聚焦国际湿地保护。

在四季如春的岭南，冬季漫步湿地公园休闲游憩，
观赏候鸟翩飞、鱼翔浅底——由湿地公园谱写的市民
生态福祉画卷，令不少北方游客艳羡。据悉，自 11月
开始直到来年3月，大量的北方候鸟飞来广东，成为湿
地公园里尊贵的客人，带起每年一季的观鸟旺季，各大
湿地公园上演着热闹场景。

受访人：南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监 丁泽荣

观 旺季旺季

新闻背景

湿地是全球重要生态系
统之一，对维护生态、水资
源、生物安全和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被誉
为“地球之肾”。

缔结于 1971 年的《湿地
公约》是全球第一部政府间
多边环境公约。中国政府于
1992 年 正 式 加 入《湿 地 公
约》，迄今恰已 30 周年。多
年来，中国大力推进湿地保
护修复，湿地生态状况持续
改善。

从本次会议获悉，中国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总数达
到 2200 多个，同时还规划将
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
园体系，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管理。到 2025 年，中国湿地
保有量总体稳定，湿地保护
率达到 55%，新增国际重要
湿地20处、国家重要湿地50
处，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1.88
万公顷。中国将打造全球首
个红树林保护交流合作的

“国际红树林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哈

尔滨、海口、银川、常德、常
熟、东营以及本届会议最新
公布的合肥、济宁、重庆梁
平、南昌、盘锦、武汉、盐城，
中国已有多达 13 个国际湿
地城市，成为全球入选国际
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正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
司副司长胡元辉所说：“这是
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
就。”

广东作为华南著名的鱼
米之乡，河流、湖泊纵横交
错，孕育着丰富的湿地资源，
拥有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
公园、广东深圳华侨城国家
湿地公园等一批国家湿地公
园。由于位处候鸟迁飞路线
之上，广东也是迁徙鸟的“加
油站”、停歇点，越冬候鸟数
量庞大、种类繁多。湿地和
观鸟已成为冬季广东一道特
别的景观。

入门级的观鸟者首先需要
准备一副双筒望远镜。建议选
择倍数在 8~10 倍的望远镜，口
径在 30—40mm 即可，配置不
要过低，但也不需要太高。

在寻找观察目标的时候，
应先保持头部不动，盯住目标
后，迅速摆放好望远镜。当要
去描述鸟类所在位置时，应寻
找一个明显的参照物，如一棵
树、一根桩或一根电灯柱，然
后以时钟方法进行区域划分，
即可准确描述。

要特别提
醒 的 是 ，新 手
在入门时，看到小鸟往往心情
激动，应注意不要喊叫，可以低
声示意身边人，且最好不要走
来走去，应安静地观赏，因鸟类
的视觉非常敏感，容易被人类
的晃动所惊扰。此外，建议不
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如红色、黄
色，最好穿绿色系服装如迷彩
服，尽量与大自然色彩相协调，
同样是为了减少对鸟类视觉的
刺激，避免其受惊飞走。

业内观点 四季可游，广东湿地“营业时间”更长

观鸟提示 受访人：广州市自然观察协会理事 赵广胜

观鸟提示及禁忌

大自然是一个平衡系统，
鸟类停留与否是一个地方生
态 环 境 好 或 坏 的 重 要 标 志 。
湿地因为能提供丰富的食物、
有动植物赖以生存的优良环
境 ，所 以 会 吸 引 大 量 鸟 类 栖
息。

在广东，适合观鸟的地方
不胜枚举，其中湿地主要是看
水鸟，例如南沙湿地可看到多
达几十只珍稀的黑脸琵鹭，深

圳湾公园也是看水鸟的好去
处。此外，阳西、湛江亦有不
少珍稀水鸟。

想要看林鸟，粤北推荐韶
关南岭一带，如南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车八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及丹霞山。广州市
区则有从化和珠村。如果想
在观鸟的同时看植物和昆虫，
市区的海珠湿地也是一个好
选择，有不少新的物种。

广东观鸟地推荐

南沙湿地游船
景区供图

广州南沙湿地 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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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秋天，银杏最为人瞩
目。银杏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也是
一种寿命长久的树木，老银杏树，很
多生长在寺庙里。在北京，最古老
的银杏，在潭柘寺，有一千三百年的
生命，看尽了春秋演义，朝代更迭，
和帝王将相的灰飞烟灭，那种一树
通体的金黄，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去年秋天去潭柘寺，这株千年
银杏的叶子还是绿的，没有想到它
在深山里，却比市内公园的银杏叶
子黄得要晚。它沉得住气，不会被
一点秋风萧瑟就逗弄得情不自禁，
失去了千年的操守。今年晚了将近
半个月，它满树尽披黄金甲，远远地
就望见金黄的树冠，飒飒秋风中，树
叶摇曳，古树如同羽化成仙，腾起了
一片金色的祥云，将要连根拔起飞
起来一样。走近看，像是有人气派
奢华地打散了那么多金子的碎片，
镶嵌在或者干脆融化进每一片叶子
里面，和秋阳秋风一起演奏辉煌的
秋日奏鸣曲。指挥便是那粗大沧桑
的树干，每一根伸展出来的枝条，都
是它挥舞的指挥棒。这样辉煌的金
色奏鸣曲，需要千手观音一样多的
指挥棒，才能够指挥得了这样漫天
尽情飞舞的纷纷树叶。

又去了一趟颐和园，颐和园建
得晚，没有潭柘寺这样的千年银杏，
甚至少有银杏树。因此，去的时候
只是想看看那里的树木是什么样的
金黄。走进宜芸馆和玉澜堂，看见
玉兰树的叶子半绿半黄，仿佛是春
天与秋天的交汇，妙龄少女和沧桑
老人的并肩。刚下过一场细雨，绿
叶绿得湿润而清新。在这样明丽的
绿色衬托下，和在潭柘寺看到的古
老的银杏叶相比，那金黄显得别具
一格，沁人眼目，不由得感叹只有大

自然才有这样童话般的奇异色彩，
胜过一切调色盘里调配的颜色。

走进乐寿堂轩豁的院落，堂左
右几棵玉兰树，满树的叶子也是这
样的半绿半黄，明艳湿润，辉映满
院如同一幅水彩画面。树前树后
树下，有很多人在拍照。避免和这
些人相撞，我走进乐寿堂后院。一
般游人看完乐寿堂的前院，就直接
走到长廊去了。后院，来的人极
少，非常幽静，我常到这里来，特别
是春天愿意到这里画画，这里有几
棵粗壮的老玉兰，洁白如玉的玉兰
花，在这里寂寞地开着，犹如白头
宫女在，闲话戏春风。

走进后院，空无一人，玉兰树的
叶子也是那样的半绿半黄。只是有
些奇怪，这里的叶子绿得少很多，
黄得多很多。由于是黄色更加打
眼，也由于和红墙红柱相映得色
彩越发明艳，还可能是由于没有
人的簇拥，这些叶子硕大靓丽得
格外突兀，映照在乐寿堂后窗上
的影子，朦朦胧胧，将那金黄色搅
拌得光影浮动，活了一样，像是游
动的金色精灵。想起那句“芭蕉
分绿与窗纱”的古诗，这里的情景
是玉兰分黄与窗纱，那一片耀眼
的金黄，有了不一样的幻象。

走到树下仔细看那一片片树
叶，我才感觉到，比起它们，银杏
的叶子实在小很多。而且，玉兰
叶子和它的花一样，都是支撑
着 ，有 了 筋 骨 似 的 ，托 浮 在 空
中。即使花落了，叶子也显得很
有精神，不像桃杏苹果树，花落
之后，叶子都是耷拉着，披头散
发，像是失恋的女人。因此，那
些像玉兰花酒盅一样硕大的叶
子，才能盛满黄金酒一样，盛满

秋天这独有的金黄色；秋天的色
彩，在这里才能得到特有的发挥，
如同梵高把金黄色发挥到了极致。

记得读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
夫斯基写的自传，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他重返莫斯科，在农学院附
近的一座公园里，面对阔别的公园
景色，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大
自然也受到了战争的打击……因
此，对它的爱也变得更加强烈，愈
来愈让人心痛了。”

今年，是疫情爆发的第三个年
头了，漫长的日子里，经历了与各
种变异病毒的纠缠磨折，似乎才明
白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的含义，
仿佛这话就是对今天而言。心痛
的感觉，是一样的。

巴乌斯托夫斯基还说：“人们
到大自然中去，通常是去休息，我
却认为，人必须经常生活在大自然
中。”他认为，在这里，“我特别强烈
地感觉到人和大自然的友谊。”这
种友谊，更多来自大自然对人的抚
慰作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特
别的赐予。

巴乌斯托夫斯基面对的是一
次世界大战后的创伤，我们则面对
的是疫情一直还在全世界的肆意
蔓延，所经历的痛苦、磨折和考验，
大同小异。能够出来走走，看看公
园里，更看看大自然这样难得的金
黄色的秋色，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独
有的抚慰。对比大自然，人类是渺
小的，是需要抚慰的。

粤港澳大湾区，是停泊
在太平洋岸边的一座大船，
也是十一城八千万同胞和远
方游子的共同家园，这是原
创歌曲《大湾》（崔轼玄作词，
孟 文 豪 作 曲）的主题精神。
《大湾》这首歌就是大湾区精
神的艺术呈现：磅礴豪气而
温馨美好。来自大湾区的儿
女——成龙和盛梅原唱这首

“湾区之歌”，唱出了湾区的
气势和神韵，也唱出了湾区
的温婉和幽美。

成龙是当今世界上最为
著名的华人表演艺术家之
一，他的歌唱艺术与他的表
演艺术一样，也富有特色，自
成风格。作为从香港走出并
风靡世界的著名表演艺术
家，成龙素以“硬派小生”的
风格为人们称道，而他的歌
唱风格，也体现着磅礴的豪
气与刚劲的力度。在《大湾》
的演唱中，他以浑厚的嗓音，
时而高亢时而温暖的歌喉，
呈现大湾区的博大与宏阔，
可以认为他在这首歌中的阐
释使他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新
的高度，同时又保持着他一
贯的风格。

与成龙搭档的盛梅博士
是实力派歌唱家，在声音方
面训练有素，艺术纯正。她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转益
多师，专攻民族唱法，在国
内外大型演唱会屡创辉煌，
并且自己也从事歌词创作，
在音乐界颇有影响。她的
歌声甜美清纯、幽雅温婉、
极富魅力。《大湾》的演唱显
示出她清冽的音质，清丽的
音色，清亮的歌喉，正好吻
合大海的蔚蓝和大湾的秀
美。她所习惯的民歌风的
表现在这里则被提升到“湾
歌”风的韵致。

此歌歌词围绕着大湾区
如一艘大船，满载着十一个
城市、八千万同胞的梦想，联
想到从大湾区飞向世界八方

在奔忙于异国他乡的游子，
由此构成了特殊的家的感
觉，大湾具有家的意象，大湾
具有家的温馨，大湾具有家
的召唤力，这样的构思就超
出了一般大湾区“团结一心”
的定位。此歌乐曲的创作也
非常特别，先是用逐渐加快
的节奏开启歌幕，如同南海
一浪紧过一浪的波涛引领人
们将眼光从悠远转向大湾绿
色的海岸，然后用并不绵长
的拖音传达大湾与海潮不绝
如缕的关联，春来秋往的碧
绿和万家灯火的繁盛在乐曲
中都得到了委婉的阐释，因
而总体上听来乐曲和谐、优
美而风格卓异。这是一种最
适合《大湾》题材与情景的音
乐处理，因此被称为“湾歌”
实至名归。

这首歌的配器和音乐处
理也值得称道。主歌部分用
小提琴和吉他作艺术演绎，
给人一种逐渐揭开海面薄纱
的感觉，随着音响的增强，展
现大湾区的一派生机，温暖
祥和的画面。副歌部分则在
此基础上强化了音乐的激
情，表现出大湾区乐观向上、
开拓进取的时代气象。整个
歌曲在音乐展现上充满层次
感。

称 得 上 大 湾 区 的“ 湾
歌”，是因为《大湾》是一首词
曲歌乐俱臻上乘的作品，整
个乐曲能够让你自然联想到
湾区的美景、盛况与荣耀。
湾区有故事，传说一样的幽
深，歌词中写出来了；湾区有
畅想，梦幻一般的美曼，曲调
中唱出来了。这里有成龙的
潇洒豪迈，有盛梅的美丽端
庄，从他们完美、甜美的歌声
中，能听出湾区的悠远、浪漫
和不倦向往。值得你侧耳谛
听，或者驻足欣赏。当你沉
浸在湾歌的美颜悦色中，会
感受到湾区的魅力，就在你
的眼前，宛如你的家乡。

从家到办公地，上班时由东
向西，下班时由西向东，始终背着
太阳走，所以总是错过迎面沐浴
朝霞和晚霞的好时机。倘若有时
候正巧从天桥经过，赶上了晚霞
漫天，会站在天桥上就着一寸一
缕瞬息万变的夕阳，看很久、想很
多，特别容易想起《三体》中叶文
洁那句：这是人类的落日。这句
话用它的宏观和磅礴，轻易地压
倒了那些奔腾在凡俗日常中的情
绪。

我喜欢看云，这是小时候养成
的习惯。云里雾里、变换变幻，有

时候青蓝灰白，有时候橙红橘粉，
就那么追着云朵一直看，看不够。

小时候的乡下宁静、安定，原
野恣意，大山巍峨，天上的云朵是
地面上一切的背景和映衬，高兴的
时候看云，云是慢悠悠的仙境；不
高兴的时候看云，云是莫名其妙的
苍狗。那时候的乡下天空看起来
辽阔无垠，如果有雨后彩虹，像很
大很多彩的拱桥，仿佛很近地挂在
山梁上、田地边，有时候也挂得
远，在极目尽头的地平面上。黄昏
时分，如果赶上了火烧云，大人们
会说：“早烧不出门，晚烧行千

里。”那时候最喜欢有火烧云的傍
晚，热烈，壮丽，散发出一种来日
方长又方好的气象来。

如今在城市里看云，很难有那
种一望无际的视野，但不影响目光
依然会被云吸引，常常不过是无意
识地抬一下头，就能捕捉到一片不
一样的天空。下班回家的路上若
是开着车，后视镜里映照出的晚霞
一定会吸引我的注意力，若那一个
小方块里装着的天空炫丽恢弘，便
自觉收获了一个魅惑又迷人的傍
晚，每一缕彩云无不细数着世间的
美好。若是冬秋季节，特别容易看

到水墨画一般的天空，墨色与烟灰
胶着，偶有一缕橘粉或是橘黄旁支
飘逸，那意境又是另一番织锦之
作。那一会儿，由不得就松弛下
来，甚至像有什么东西“嘎登”一
下蹿飞出去，胸口立刻不闷了，美
景果然是可以怡人的。

看过很多地方的云，因为地域
的不同，呈现出的厚重或者缥缈、
具象或者写意都不一样，天上并没
有一块相同的云彩。印象最深的
那次是出差途经四川的一座山峰，
正好赶上了云海奇观，那铺成蔚为
壮观的云巅之境，瞬间就把人定住

了。站在路边，一侧是连绵起伏且
梦幻的仙之境，一侧是山石纵横且
粗糙的凡间世，一边是壮观的绮丽
诡谲的苍茫云霞令人想身陷其中，
一边是坎坷的怪石嶙峋的粗糙山
顶正是世间真实，当缭绕的云烟从
山涧弥漫到山顶道路上，恍如身临
仙苑，直到云海散去方醒悟脚下的
实地才是真正的依托。

纵然人生充满艰险，那又怎么
样？不是还有美妙的景象令人遐
想、还有美梦可以期盼？试想一
下，谁没有一个“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时候呢。

来自大湾区的儿女——成龙和
盛梅原唱这首“湾区之歌”，唱出了湾
区的气势和神韵

湾区之歌
□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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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时 □武桂琴

纵然人生充满艰险，那又怎么样？不是还
有美妙的景象令人遐想、还有美梦可以期盼？

齐心协力（油画） □方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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