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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鸟为媒，他们走出生态致富路

新闻·乡村振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蓝山县是候鸟迁徙重要通道，每年 8-11 月开始迁徙之旅，3-5 月，则是回归之旅。途经我县的候鸟集中在浆洞瑶族乡云冰山四
海坪出广东，有部分则经南风坳进入湘江源瑶族乡出江华飞向广西北部湾。春天则原路返回。无数只不同种类的候鸟经过时，非常壮
观。”4 月 10 日，湖南省湘江源候鸟保护站站长唐盛利带着自己拍摄整理的《蓝山百鸟图》照片在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界头村给村民
上护鸟公益课，号召大家爱鸟护鸟。

这是 4 月 3 日湖南省 2024 年“爱鸟周”活动启动后的湖南人护鸟爱鸟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从 2012 年开始，湖南在全省的候鸟
迁徙重点地区建立了几十个候鸟保护站，探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长效护鸟机制。慢慢地，观鸟成为不少地方的旅游特色，并
给当地村民带来众多就业增收机会。

对于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铭新村村民张志

立（化名）来说，由于“观鸟经济”带来的旅游发展，

也给她带来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张志立有 2 个小孩，一个正上初中，一个正

上小学，婆婆也病了，原本在外务工的她春节过

后决定留在村里，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我很庆

幸能够到村里的民宿上班。”张志立说，民宿离家

里只有 3 分钟路程，工作就在家门口，既能赚钱，

又能顾家。

目前，像张志立一样长期在这家民宿上班的

村民有六七人。“厨师工资 6000 多元一个月，服

务员工资 3000 元一个月。”4月9日，民宿老板

刘月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欢迎大家来观

鸟，现在我的民宿门口就有很多水鸟、水鸭，起堆。”

益阳大通湖是组成洞庭湖的四个较大湖泊之

一，随着大通湖治理见效，越变越美，每年不仅

有逾 10万羽候鸟迁徙至此，平时也可见一群群水

鸟在湖面嬉闹。

刘月华也是河坝镇铭新村村民，以前是学医

的，在长沙某医院从事护士工作，每月收入不菲。

2018 年，她看到大通湖水环境治理初见成效，

大通湖东岸旅游开发项目紧锣密鼓推进，便跟丈

夫商量决定辞职，将自家临湖的老房子改造一新，

办起民宿。

刘月华家的房子离大通湖很近，约 50 米，可

以枕着波涛入眠，听着鸟叫声醒来，已招待众多

前来赏湖观鸟的游客。

近年来，来刘月华民宿住宿就餐的外来游客

逐渐增多，其中 80% 是来自省内长株潭的客人，

也有从东北、广东来的客人。

“尽管很辛苦，但这样的生活真是过得有滋有

味。”刘月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除去各

项开支，民宿一年能赚五六十万元。”

临湖观鸟民宿助她年赚几十万元

对于永州人来说，最佳观鸟地可能是

蓝山县云冰山景区的观鸟台。

蓝山是著名的“千年鸟道”，每年过

境候鸟多达 100 余种，它们往南迁徙时

会经过蓝山县毛俊、浆洞、南风坳等地。

地处南风坳的云冰山景区是其中最重要

的通道点之一。2018 年 3月，景区为加强

鸟类保护工作，建设了四海坪候鸟保护站。

四海坪候鸟保护站其实是一间三面临

崖的小屋，透过“全景式”玻璃幕墙可以

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木勾勒出一条

条狭窄的山谷。这些看似普通的山坳坳，

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天气好的时候，

常能看到候鸟们一群群翱翔而过。

网上至今还有景区的一段监控视频在

很多观鸟人之间传播。视频里，成千上万

只白鹭舒缓而又从容地从山间飞过，非常

壮观。

近年来，这里成为粤港澳游客观赏候

鸟的“打卡地”。游客站上云冰山景区四

海坪候鸟保护站，既可以欣赏候鸟飞舞

在蓝天白云下的美丽画卷，也可以春赏花、

夏避暑、秋赏月、冬玩雪，早晚观云海。

摄影爱好者唐基造说，原来捕杀候鸟

的“鬼门关”成了最佳观鸟台，也成为观

鸟爱好者的最佳摄影地之一。

云冰山也吸引了返乡青年安妮的目光。

安妮和几位同样爱好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香的姐妹，组成九雅学社，在景区内经

营着一家民宿。在安妮看来，这里神秘的

“千年鸟道”，加上独特的景色，组成了

独具魅力的看点。“我们的客人中，也有

喜欢观鸟的，哪怕没看到鸟，也能够看到

优美的风景，能够避暑赏雪。”4月9日，

安妮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旺季，

景区房间供不应求，甚至要提前预订。目

前，她的民宿也接纳了几位当地村

民就业。

对于年长的村民来说，不能就

业，则可以出租自家房子赚租金。

在位于云冰山下的浆洞瑶族乡茶源

坪村里，年过 70 岁的村民盘国章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和老

伴就把自家房子的二楼租给了别人

开民宿，一年可赚租金1万多元。

另外，还有些村民则办起了农家乐。

浆洞瑶族乡上洞村村民张修强

两口子也吃上了“旅游饭”。2017 年，蓝

山县开发云冰山旅游景区，县林业局推

荐上百名退出捕鸟的人员来到景区务工，

他们俩名列其中。经过培训，张修强掌

握了森林树木管护的专业技术知识，负

责景区绿化等后勤工作。他爱人则在景

区酒店负责客房保洁。

护鸟，守住了生态，也护出了效益。

如今，云冰山景区的摄像头经常能拍到

候鸟迁飞的画面，翩跹的候鸟已成为当

地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火爆，又带动

了村民增收，目前共有 200 余名村民在

景区务工。

“千年鸟道”带动村民增收

“过去观鸟是一个新鲜、小众的名

词，现在正逐渐变成大众熟知的爱好。”

在爱鸟、护鸟路上走过 20 多年的益阳

沅江市环保志愿者李剑志表示，观鸟

活动的兴盛为当地生态旅游产业带来

不少“流量”，沅江计划打造 4 条湿地

观鸟、观光精品生态旅游路线，建设

2-3 个观鸟平台、2-3 处湿地观光码头。

今年1月20 日，沅江市在琼湖街

道小河咀村举办了首届观鸟挑战赛活

动，来自全国的 22 支队伍参赛。其间，

南洞庭湖鸟类摄影展 + 湿地图片展、

湿地观鸟科普生态旅游、城市观鸟科

普研学等活动一项项展开，吸引了众

多游客的目光。

洞庭湖被誉为“鸟类的天堂”，被

称“中国观鸟之都”的湖南岳阳连续

举办了12 届洞庭湖观鸟节，累计吸引

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加比

赛，参与人数超过 100万人次。当地

期望通过举办观鸟大赛、建立观鸟小

镇等措施提振区域经济，将生态保护

成果与民众共享。

资深观鸟“发烧友”周自然表示，

他基本上每周都会到洞庭湖区域观鸟，

“东古湖因鸟多，且为洞庭湖区域距离

最近的观鸟点，成为近年来打卡次数

最多的地方”。

从 2020 年冬季开始，东古湖每年

都会迎来大群的小天鹅栖息越冬，最

多的时候数量超过 5000只。此外，东

古湖附近还发现大量的豆雁、灰鹤、

斑嘴鸭等珍稀候鸟，东方白鹳、白鹤

等一级保护鸟类也频繁现身。

为保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观鸟、

岳阳屈原管理区科学推进东古湖观鸟

景区建设，搭建隐蔽式观鸟棚、生态

观鸟屋，并成立志愿服务队和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提示游客文明观鸟、注

意卫生、不得穿戴鲜艳服饰和放飞无

人机等。

数据显示，位于岳阳屈原管理区的

东古湖观鸟景区日均接待摄影爱好者

及游客 200 余人次。观湖鸟、赏湖景

成为生态旅游新风尚，不少村民借助

观鸟产业发展起民宿、农家乐。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观鸟活

动已发展成一种时尚休闲旅游活动，

每年有几千万人热衷于观鸟旅游，国内

鸟类爱好者人数近年来也是呈几何式

增长。“观鸟经济”大有可为。

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换届大会在长沙举行
资讯 >>

今日女报 /凤网讯 (记者 尹盛鹏) 这
五年来，湖南省家政行业取得了什么

样的发展与突破？未来五年又将有哪

些新创意、新举措来激发市场活力和

企业动能，不断满足民众对优质家庭

服务的需求？4月10日，以 “创新引领，

政策驱动，共筑家庭服务新篇章”为

主题的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换届大

会在长沙举行，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

200 余家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智

慧碰撞，共商发展。

湖南省经贸建设工会、省商务厅、

省人社厅、省民政厅、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

黄跃佳当选新一届会长、周汉莲

当选新一届监事长、杨喜飞当选新一

届秘书长，金职伟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环宇家政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湖

南共创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湖南

凤网传媒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企业当选

为副会长单位。新一届协会将继续发

扬改革创新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家

政工作“小切口”推动民生服务“大变

化”，勇担带动就业创业、推动行业发

展、打造知名品牌、满足民生需求、促

进经济增长的社会责任。

大会除选举之外，还围绕未来五年

发展，组织全省的行业精英汇聚一堂，

就执行会长轮值、法律风控合作、考

评工作点招募、自媒体宣传等议题进

行了讨论交流。鼎安经纪就行业风控

工作案例与大家进行了分享。

观鸟成为生态旅游新风尚。 图 / 唐盛利

观鸟经济正在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