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4..55..1515 星期三星期三 ❘❘ 首席编辑首席编辑：：罗丹琳罗丹琳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666深度

“鸳鸯的天敌有很多，比如野猫、鸭子等，小动物之

间的领土竞争，不好人为干预，我们要管住的是人。”程

国龙说，城市中人和动物要和谐相处，关键还得靠人。

西湖边游客多，大家看着喜欢，总会给鸳鸯喂食。

大鸳鸯一般不会吃投喂的食物，但小鸳鸯涉世未深，还

不知道“饱”，就吃个没停。有不少小鸳鸯是活活撑死

的，还有一些因为吃得太饱，跟不上母亲的步伐，走散

后失去保护就被其他小动物吃掉了。

“鸳鸯根本不需要投喂，它们是一种早熟鸟，天生

就会游泳和觅食，母亲会带他们去寻找虫、蛙、螺蛳等，

蚜虫对于小鸳鸯来说，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杭州动

物园的野生动物鸟类保护专家郑应婕说，投喂只会让

小鸳鸯失去野性，“其实，不光是鸳鸯，西湖景区的所有

野生动物都不能投喂。景区里的松鼠前阵子很火，都

被人们喂胖了，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任何一个物

种的生态失衡，都会影响整个生物链的平衡。”

鸳鸯们最好的食物是在荷花区，那里有它们钟爱

的蛋白质和绿色植物。杭州为了保护荷花嫩芽不被草

食性鱼类啃食，在荷区设了高出水面数十厘米的围

网。大鸳鸯能飞过去，小鸳鸯不会飞，有些小鸳鸯想爬

上网，却被缠住，最终被其他小动物叼走。于是，2017

年5月开始，每年的鸳鸯繁殖季节，西湖景区水域管理

处的“养荷人”都会在西湖荷区搭建“爱心桥”，让小鸳

鸯们能从桥上自由进出荷区。鸳鸯妈妈带队，小鸳鸯

们紧跟其后过“爱心桥”的温馨场景，每年都会上演，已

成为西湖风景区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陪伴

5月13日凌晨6时，杭城天空渐渐放亮。60岁的

王玲身披荧光绿马夹，和西湖鸳鸯护卫队队员以及4名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一起，准时出现

在了西湖边。王玲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

局岳庙派出所西子义警，也是蓝天家园生态义警鸳鸯

守护队队长。她在守护鸳鸯志愿工作方面，曾师从程

国龙。

每年4月第一窝小鸳鸯出生以后，义警们就会在西

湖巡游，防止小鸳鸯受到抓捕等伤害，整个守护期大概

3个月，一直等到它们学会飞行。对鸳鸯的追踪记录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王玲常常会整天待在西湖景区，目光

追随着湖面上的小鸳鸯，一跟就是两三个小时。“刚开

始我也是个‘小白’，小鸭子和小鸳鸯外貌酷似，分不清

楚。”王玲说，后来程国龙告诉她，这两个物种气质不

同，鸭子的眼线是黑色的，鸳鸯的则是白色的，“鸳鸯看

上去更高贵一点。”

王玲和义警们要巡逻的区域是从断桥到北里湖一

整圈，主要在后孤山，那儿荷区密集，草坪、石头分布

多，是鸳鸯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小鸳

鸯群，并且一路守护它们的安全。

“公鸳鸯是不带娃的，因为公的羽毛太漂亮，容易

引来其他物种的攻击。”王玲说，西湖上常常见到的，是

母鸳鸯带着一群宝宝到处畅游，“不过有时候父亲会远

远观望，关键时候也会出手的。”

义警们会给西湖边每年新出生的鸳鸯宝宝取名，

今年的名字取自“龙井问茶”“宝石流霞”，按发现顺序

排序。比如，第一窝被发现的叫“龙龙”，第二窝叫“井

井”，今年的第8窝就叫“霞霞”。“很多时候，网友们比我

们还积极，他们发现得更早，比如‘龙龙’就是被上传到

网上后，我们核实后才得知是新出生的鸳鸯宝宝。”王

玲说。

“根据每窝数量不同，我们很好把它们分辨出来。”

王玲说，最近他们常见的是“井井”，因为母亲强势，其

他小动物都不敢来惹。

小鸳鸯的存活率在50%左右，义警们随时会记录

所遇到鸳鸯群的数量，如果发现减少了就上传到“鸳鸯

守护义警群”，大家互通有无。

记者跟着王玲行至新新饭店河池，王玲远远望见

湖中央有一只大“鸳鸯”带着小“鸳鸯”游行，她掏出望

远镜一看，“不对，这是鸭子。”走了一圈，在后孤山岸边

的石岩上碰到了“井井”一家，它们正沐浴在阳光下休

憩。王玲远远就停了下来，观望着小鸳鸯们，附近的游

客也不多。

“鸳鸯在湖里游久了，体温会下降，它们得把羽毛

晒干，如果是阴天，小鸳鸯会躲到母亲的翅膀下‘烘’干

羽毛。”王玲说。它们在陆地上很危险，尤其是睡觉时，

很容易被野猫叼走。

期间，一对母子经过，他们想要给“井井”投喂，还

没来得及掏出食物，就被王玲制止了。“劝得多了，游客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捕捉到，等他们真把食物

扔过去就来不及咯。”王玲说。

王玲默默陪伴了1个多小时，“井井”醒了，它们跟

着母亲挨个下水，沿岸边一路游行觅食，王玲就在岸上

跟着。“锦带桥那边游客多，很多游客坐在座椅上休憩，

见鸳鸯过来会投喂，我得盯牢。”王玲说。果然，一路

上，有好几个游客想要投喂，好在都很听劝，“有时候遇

到不理解的，我们就和他们耐心解释，或者干脆站在他

们旁边，他们也会不好意思投喂的。”

3小时后，“井井”一行向湖面深处游去，王玲才停

止了跟随。

生命

鸳鸯繁衍的地方是在树洞里，根据离西湖的远近，

树洞也分“一线房”和“二线房”。

鸳鸯的窝，最好的还是“一线湖景房”，因为小鸳鸯

不会飞行，出巢的时候，离水越近越便捷。

北山街紧靠西湖边，这里的梧桐树是它们的首选，

因为梧桐树洞里空间较大，有的鸳鸯妈妈一生就是十

几个宝宝，“产房”大一点，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柳树也是鸳鸯们会选择的“产房”。今年，因为鸳

鸯数量增加，导致原有的这些“产房”不够用，鸳鸯只能

把家向外延伸，同时也考虑新的“户型”，比如杭州的市

树香樟，今年就有不少鸳鸯夫妻选择在香樟树上筑巢。

“龙龙”就诞生于“二线房”，位于离西湖2公里远的

浣纱路。10多只小鸳鸯从树洞上跳下后，跟着母亲穿

过马路前往西湖。它们的这次旅程上了新闻热搜

———过马路时，公交车司机为它们礼让了。

记者找到了这位308路公交车司机张成，他是湖

北人，虽然在景区附近开了十多年公交车，这也是他第

一次见到鸳鸯过马路。

“当时车子刚要发动，路面上聚了很多人，我下车

查看，发现是一群鸳鸯在过马路，我就等等它们，出发

时间延误了2分钟，没想到这么小的事情还能上新

闻。”张成说。在杭州待久了，他深深感受到了这座城

市的温暖，“我遇到困难时，身边的杭州朋友也都很关

心。”张成对西湖的水鸟很熟悉，因为常有乘客向他询

问，他能答得上来觉得倍有面子，“当时很多人说是鸭

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鸳鸯。”最近，张成也当上了景

区公安的“生态义警”，他号召同事们多留心西湖边生

活的野生动物。闲暇时光，他也会经常来看望“龙

龙”。

很多人都在竭力保护着每一只小鸳鸯。程国龙至

今记得，2015年，他和倪莺等人在断桥边巡逻时，突然

听到鸳鸯的叫声，一行人循声而去，只见一只小鸳鸯掉

进了一处废弃建筑物的地下一层缝隙里。那里空间窄

小昏暗，和地面有2米多的落差，四周电缆缠绕。

身材瘦小的倪莺决定冒险爬下去试一试，她一手

拿着手电筒，一手抓着水管慢慢往下爬。小鸳鸯也很

懂事，看到倪莺就停止了叫声。倪莺最终成功救起了

小鸳鸯，出来的时候，她的两手臂都磨破出血了。“我们

把小鸳鸯带到了西湖，它的母亲好像一直在等它，直到

与孩子相遇，母亲才带着孩子们往湖面深处游去。”倪

莺说，她看到鸳鸯妈妈朝她回了好几次头。

“其实所有野生动物都生性胆小，即便是颇具攻击

性的豪猪，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看到人类也很害

怕。”郑应婕说，对待野生动物，“不打扰”是最好的选

择。郑应婕如今是景区公安的“生态专家”，经常给辖

区“生态警长”“生态义警”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并

提出科学救护建议。

这几年，义警们最明显的感受是，更多人有了保护

鸳鸯的意识。“之前有个摄影师，说是给船夫50元，让

他去惊吓一下鸳鸯，想要拍鸳鸯起飞的照片，结果被船

夫狠狠骂了一顿。”程国龙说，如今他经常看到游客在

互相劝导不能投喂鸳鸯、更不能捕捞鸳鸯。

鸳鸯愿意在过冬后继续留下来繁衍后代，很可能

是因为杭州有一些可供鸳鸯繁育宝宝的天然树洞、还

有很多可供避暑的凉爽荷区，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越

来越多的人在保护它们。

一个生态和谐的城市，是一个人和动物和谐共存

的城市，杭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为何越来越多的鸳鸯选择成为“杭州鸟”？为何越来越多的鸳鸯选择成为“杭州鸟”？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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