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头鹎、红耳鹎、大盘尾、白冠

长尾雉……”1月7日，当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面，12 岁的文加质如数

家珍般地报出了一连串鸟名。“慢一点

说呀！”文加质的母亲文长华在一旁

提醒着。顿时，留着齐耳短发、腼腆

而文静的小姑娘羞涩地笑了。

文加质是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初二的学生。最近，她刚带领同学在

梅溪湖组织了一场观鸟活动。

说起她和鸟儿的缘分，缘于8岁时，

父亲章仙踪带她参加了一场观鸟活动

的讲座。从此，这一家人都爱上了“观

鸟”。

“每到周末，我们全家就带上帐篷、

开着车自驾到各地去观鸟。”章仙踪说，

观鸟其实是一种休闲、环保的户外活

动，装备也很简单，只需一架望远镜

和一部相机就可以了。

自从爱上这种活动后，他们先是

带着女儿在湖南省内的山林湿地观

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全国，“我记

得最北是在黑龙江的漠河，我们在原

始森林里特意看一种只从俄罗斯飞过

来的鸟”。

等文加质长大一些后，他们的脚

步走得更远。跟着鸟儿迁徙分布的轨

迹，他们去过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

趁着暑假，去到欧洲的法国、意大利

等地边旅行边观鸟。

记者在文加质的欧洲观鸟笔记上

就看到了她生动记录的观鸟

情景。

“欧洲的生态很好，在

麦田里，可以看见大群的银

鸥；在海上，几乎每一根木

桩，每一个灯塔上都停着一

只鸥或鸬鹚；在公路上，可

以看到鹡鸰，甚至随便找一

棵树都可以看见许多小型鸣

禽。”

“有一次，在古罗马斗

兽场旁的一个小广场，我坐

在其中一处长凳上喂鸽子、

麻雀，惊奇地发现其中混进

了一只银鸥的幼鸟。它悠闲

地踱步在其中，慢悠悠地捡

我撒下的薯片吃……”

不过，观鸟也是一件很

辛苦的工作。文长华告诉记

者，有一次，他们去河南信

阳看一种名叫“白冠长尾雉”

的鸟，一家人在山上扎营，

风餐露宿了两天一晚，终于

在第二天凌晨 5点多钟，看

到了这种鸟的风姿。不过，

当时夫妻俩没舍得叫醒睡梦

中的女儿。在记者采访时，文加质也说：

“觉得特别遗憾。”

在他们家，有两类观鸟文件夹，

分为“宝宝观鸟文件夹”和“全家观

鸟文件夹”。每次观鸟活动结束后，

就把最新看到的鸟的种类、名称、拍

到的照片等信息记录下来。遇到特殊

的鸟类，还要查资料、做功课。

如今，在文加质的观鸟文件夹里

已经记录了三百多种鸟类的资料，拍

下了十万多张素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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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长沙女孩，满世界看鸟去
获评“2016 年度湖南教育十大新闻人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12 岁的她，成长经历堪称“另
类”。冬天，扎营在黑龙江原始森
林里蹲守普通䴓；夏天，在法国
埃菲尔铁塔下拍下小嘴乌鸦的身
影……她去过了省内外和海外好
几个国家的各大湿地、湖畔，拍
下了十万多张鸟类素材照片，观
察记录下了三百多种鸟类，2016
年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学生观
鸟工作室。

这个小姑娘，就是 1 月 3 日
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2016 年度
湖南教育十大新闻人物”之一的
文加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蔡艺芹 王铁山）
“警察同志，帮帮我啊，我的钱包不见了！”1

月4日18 时 11分，长沙铁路公安处常德站派

出所民警何智慧在常德车站巡逻时接到一女

子焦急的报警求助。

原来，该女子是常德人，丈夫是现役军人，

本来计划从常德乘坐当晚的火车到四川去看

望丈夫，谁想在自助取票机取完票后忘记拿

钱包，过了十几分钟才想起来，等到自己返回

售票厅时，钱包已经不见了。钱包里面不仅有

1000 元左右的现金，还有自己的退伍证和丈

夫的军人社保卡。

民警联系车站监控室后，从监控录像里

发现，陈女士取票时，钱包就随意地放在了

自动取票机的台子上，一手拿着手机在视频，

一手在取票，取完票后继续视频着就离开了，

完全将钱包遗忘了。随后，两名男子过来取

票时，顺手拿走了钱包。9 个多小时后，民警

将两男子控制。

民警提醒，“手机控”们在公共场所，还

是放下手机专心做一件事吧，防止发生财物

被盗或丢失。

满世界观鸟的行

动让文加质获得了和

很多同龄人不一样的

快乐，但也让她亲眼

见到了一些人对鸟儿

的杀戮，其中有一些

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

有一些却是有意而为。

章仙踪说，他们最

常见到的人们对鸟无

意识的伤害，是在一

些湿地里。比如，有

些农民为了捕鱼常常

会放一些长长的尼龙

丝做的地笼，地笼里

的大鱼被农民收走后，

剩下的一些小鱼，特

别容易吸引小鸟去觅

食，鸟儿一旦钻进了笼

子，通常就飞不出去了，

很多鸟就这样被困死

了。每次观鸟看到这

样的情形，他们都会

救出好多被困在地笼

里濒死挣扎的鸟。

更残酷的是有些

人对鸟的捕猎。章仙

踪回忆，有一年他们

在长沙望城的一座山上

观鸟。在山顶上的一家

饭店门口发现了数只珍

稀野生鸟类被店家关在

一个铁笼里等待宰杀。

文加质亲眼看到一只

珠颈斑鸠为想从铁笼

里逃出去，撞得头破血

流。她哭着求爸爸把它

们买下来放走。

章仙踪说，他不

是不能买，但买下来

就意味着是一种交易，

违背了“没有买卖就没

有杀戮”的原则，想

找森林公安报警一时

又找不到电话，最后只

能边劝着哭泣的女儿

下山，边告诉她只有

更多的人都来爱鸟护

鸟，对鸟儿的杀戮才会

真正消失。

在经历了这样一

次伤心的遭遇后，2016

年 5月，在长沙周南梅

溪湖中学的支持下，“文

加质观鸟护鸟工作室”

成立。这也是湖南省

首个以学生名字命名

的学校工作室。“目的

就是希望唤醒全社会

共同保护候鸟，同时

号召身边更多的同学

来爱鸟、护鸟。”该校

教科室主任秦有才说，

“观鸟是一种非常有益

的生态环保活动，我

们希望在文加质的带

领下，能让更多的孩

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

快乐成长。”

目前，“文加质观

鸟护鸟工作室”已经

组织了4 次观鸟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

学参与。文加质腼腆

地说：“我喜欢鸟，我

希望自己和鸟儿的故事

可以一直讲下去！”

从观鸟达人到护鸟达人

见识了那么多鸟类后，文加质也

变得眼力非凡。

2015 年，11岁的文加质在参观长

沙规划展示馆时，发现对长沙野生鸟

类的介绍有多处存在“问题”。回家后，

她查阅资料，咨询鸟类专家，最终确

认有 6 处介绍错误。“当时展示馆展

出的有一张图片说明为‘白鹤’，实际

上是‘白鹭’；‘棕腹大仙鹟’则标成了

‘八色鸫科’；‘海南虎斑’应该是‘海

南虎斑鳽’……”文加质回忆。

在章仙踪的鼓励下，文加质就此

给当时的长沙市市长写了一封信，希

望规划馆能够更正。

当时，11岁的初中生大胆给规划

馆挑错并写信给市长的事件，引起了

媒体的关注。湖南师范大学动物学教

授、鸟类专家邓学建在看过文加质的

信后，对她的质疑表示了肯定。随后，

长沙规划展示馆根据专家意见对错误

资料图片进行了更改。

实际上，早在文加质读小学五年

级的时候，她就指出了小学课本上 3

处鸟类知识错误，并得到了老师的认

可。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也据此进行了上报。

有人好奇，小小年纪如此投入地

观鸟、研究鸟有什么意义呢？文加质

母亲文长华说，除了带女儿观鸟，从

小到大文加质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课

辅导班，但她学习成绩一直优良。

每次全家出门旅行观鸟都是自由

行，文加质经常和母亲一起提前几个

星期做攻略，行李物品的整理都是文

加质参与打理。文长华觉得，在对自

然的亲近中，一步步磨炼了女儿的意

志，培养了她独立自主的能力，扩大了

眼界，也帮她更轻松快乐地投入学习。

“研究和保护鸟类并不会影响我的

学习，反而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文

加质说，她希望自己以后能当一名生

物科学家。

11岁挑战权威

8岁和父母全世界观鸟

资讯 >>

边取票边视频，钱包丢了

文加质和爸爸在越南观鸟。

文加质在意大利观鸟。

文加质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里整理观鸟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