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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發展兼容 漁民轉行鳥保姆

採訪這天，胡斌華特意拉着同事們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一一介紹，希望讓外界
給予這一群體更多尊重與鼓勵。他說：
「巡護員的工作，一年四季『內容有區
別、強度無差別』」。

「巡護員日曬雨淋，風餐露宿，跋
山涉水，還要警惕血吸蟲、

溺水、中暑、毒蛇等四
大風險。這是一份
只適合『孤勇

者』的工作，如果不用心、不用情，是
做不下去的。」

放棄教師崗 與濕地「為伍」
早年，在保護區工作，生活的條件很

艱苦。胡斌華1995年第一次來到這裏，
發現沒有通電，一條路走了5個小時才
能進入。初到這裏工作，想解決問題但
很多時候有心無力。「工資能正常發出
來，都算不錯了。」
2019 年「桃花源巡護員獎」獲得

者、獲「2021年鄱湖衛士」稱號的萬
松賢，集科研、監測、保護、宣教、社
區共管多項技能於一身。2003年因跟
隨老師做生態課題而成為志願者，
2011 年放棄教師崗位，選擇與濕地
「為伍」。他說，在這裏很有歸屬感，
但必須承受與家人長期分居之苦，尤其

是目前妻子還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很是
內疚。
保護區管理局南山管理站站長李建

新多年走在鄱陽湖一望無際的荒野之
上，2021年被授予「江西省生態文明
建設先進個人」稱號。為了讓候鳥在
「三不管」地區安全越冬，他攬下了
最苦、最累、最險的活兒。
本地漁民段漠山是保護一線上的骨幹

成員。儘管只有中學學歷，他卻是巡護
員、監測員、宣傳員，船長、水手、駕
駛員。7月下旬往往是南昌最熱的日
子，室外溫度能升至40多度，他在早上
五點喝了幾滴祛暑劑「十滴水」，帶上
乾糧和10餘公斤裝備，在高溫的湖面上
待一整天，蒸騰的熱水氣能熏得他睜不
開眼。若觀察到有天網、投毒之類的盜
獵行為必禁，有鳥類需要救助必行。

從「點鳥獎湖」到「協議管湖」江西南磯濕地探索人鳥相處新模式

「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孩子的孩子，會指着眼前濕地

說，這是父輩留給我們的！」江西鄱陽湖「南磯濕地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胡斌華登上位於保護區入口處

的吊腳樓，眺望湖天一色，耳畔傳來雁聲陣陣，憧憬這片

濕地在多年以後，依然會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景。從香

港米埔保護區汲取經驗，當地通過「點鳥獎湖」的模式，

推動了漁民加入濕地保護工作；在長江禁漁十年開啟後，

當地又推動「協議管湖」的社區共管探索。胡斌華說，住

在這裏的人，才是最根本的保護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濕地巡護員：
不用心用情 是做不下去的

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鄱陽湖主湖區的
南部，總面積333平方公里，處在贛江北支、中

支和南支匯入鄱陽湖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前端，主要保
護對象是贛江口—鄱陽湖複合濕地生態系統以及賴之
生存的野生動物資源，是長江濕地保護網絡的首批成
員、中國第64塊國際重要濕地。
1997年，南磯濕地經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建為省級自
然保護區，從2003年起，當地着手保護區由省級申
報晉升國家級的工作，經5年科考和3年申報，保護
區於2008年由國務院批准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人鳥爭食」濕地保護陷兩難
幾十年來，長江中下游濕地自然保護界說得最多的
一個詞就是：「人鳥爭食」，即漁業生產和鳥類保護
之間的衝突。以保護區內的南磯山為例，鄉、村兩級
管理機構每兩年將斬秋湖（編者註，漁民將天然河堤
與分流間窪地，改造成可蓄水的湖池，每年秋季，洪
水消退後便形成獨立的子湖泊）通過公開競標的形式
對外出租，出價最高者在獲取湖泊經營管理權後，一
般會在年底前一個月大量捕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
當地長大的胡斌華一直從事自然保護工作，深諳當

地風土人情。長期以來，鄱陽湖周邊社區居民高度依
賴濕地資源生存與發展。尤其是南磯山，18個季節性
子湖泊的湖權，屬於南磯鄉4個行政村、5,000多村民
集體所有，全鄉旱地僅幾百畝，捕魚是南磯山人唯一
的技能。保護區憑什麼要湖權？要走了湖權，漁民怎
麼辦，社區怎麼生存？另外，跟隨湖權的漁業資源歸
誰所有，由誰處置？

香港米埔之旅為保育帶來靈感
2004年，胡斌華參加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組織的香
港米埔之旅，為南磯濕地的日後保護帶來靈感。「這
次培訓讓我了解到米埔各個基圍的水位調節以適應水
鳥棲息，濕地保護如何承認漁民的作用並發揮他們的
優勢，公眾如何參與濕地保護，保護團隊如何分工合
作，非政府組織如何與政府機構互動等。」

「點鳥獎湖」鳥數翻倍多方受惠
2010年胡斌華出任保護區管理局局長。2013年，
保護區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共同主辦首屆「鳥越
多、獎越多」點鳥獎湖暨觀鳥邀請賽，南昌市財政局
安排50萬元（人民幣，下同）專項經費，通過中立
第三方在湖面清點鳥的數量，給予湖泊經營者相應獎
勵，激勵更多人主動參與濕地與鳥類保護。漁民們把

鳥當作寶貝，延遲排水和捕魚時間，根據鳥的喜好調
整水位，搭高架觀測湖中鳥況，立標牌警示閒人勿
入。
結果，保護區鳥的數量較往年同期翻倍，10萬
多隻水鳥多待了一個月；觀鳥遊客多了，周邊農
家樂生意隨之紅火；「點鳥獎湖」的故事傳開
了；上級政策和項目不斷傾斜，基礎設施、民生
工程推進，甚至幹部交流都有了可喜的變化。

「協議管湖」改善生計人鳥和諧
從2013年起，「點鳥獎湖」連續舉辦了7年。2020
年1月1日開始，江西對長江幹流江西段和鄱陽湖開
啟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2月，南磯濕地入選國際重
要濕地，成為濕地生態補償的優先實施區域。3月，
保護區所在的南磯鄉成為鄱陽湖首個全面漁民上岸、
收回漁船、清繳漁具的鄉鎮。
當年底，保護區水鳥數量並不樂觀，明顯少於往
年，鄱陽湖周邊農田有大量水鳥分布。胡斌華介
紹，主要原因是特大洪水的持續高水位造成沉水植
被長勢差，影響小量水鳥取食；失去漁民們生產性
管理的子湖泊，水位過高或過低，難以滿足水鳥棲
息覓食。
為繼續保護好水鳥及其棲息地，同時為幫助退捕漁
民改善生計，保護區管理局聯合當地政府及村委會，
開展了「協議管湖」的社區共管行動。保護區給錢、
給方向，鄉村出人、出辦法，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把
子湖泊管起來，管水位、管設施、管環境、管控人為
活動。截至目前，納入到共管的子湖泊有12個、約
10萬畝，保護區每年支付120萬元用於協議共管。這
項工作計劃貫穿整個禁漁禁捕的十年。
從「點鳥獎湖」到「協議管湖」，胡斌華說，這
是長期的社區共管探索，追求一種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模式。「協議管湖」，
是基於水鳥及棲息地保護的合
作共管，並且把培養本土
自然保護力量作為了新
的內容，不僅要在為
期十年的禁漁禁捕
期間發揮作用，
還將在理念和
實踐上為終將
到來的可持續
漁業時代做
好準備。

數
讀南磯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共記錄哺乳動物22種，鳥類221種、兩棲動物11種、爬行動物23種、魚類58
種、維管束植物443種。

◆其中，有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鳥類白鶴、白頭鶴、白枕鶴、黑鸛、青頭潛鴨和東方白鸛等8
種。保護區越冬鳥類數量的峰值一般在12萬-15萬羽，最高記錄為22.89萬羽。有16種水鳥種

群數量超過該物種全球總數的1%。

◆ 2022年，長江流域遭遇了60多年來最嚴重的乾旱，鄱陽湖水位快速下降、大片洲灘裸露。如
今，鄱陽湖水位回升，大批越冬候鳥再聚湖區。保護區管理局在2022年11月共記錄到鳥類53種，

492,591羽次，其中冬候鳥佔71%，數量與10月相比上升明顯，代表着越冬候鳥已經陸續抵達保護
區並趨於穩定。日前，已觀測到3,700多隻東方白鸛，超過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是歷年來觀測到

數量最多、最為集中的一次。開展越冬期鳥類同步調查與監測工作時，發現了 41隻野生麋鹿，這是在該
保護區監測到的最大野生麋鹿種群。

據介紹，截至目前，保護區約有一半以
上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曾赴港參加培訓；
疫情之前，香港同行也多次受邀來保護區
開展自然教育、水鳥監測等工作。

保護區與香港的故事很早就開始了。
2014年起，香港中文大學朱競翔教授團隊
與保護區管理局合作，探討與實踐如何在
天然濕地上建設構築物。他們從老框架獲
得靈感，設計了吊腳樓輕鋼建築，與周遭
環境融為一體。

老框架是鄱陽湖船工順應一年一度水陸
交替的自然規律而搭建，冬天裝上木板，
避風擋寒；夏天則拆除木板，成為只有
棱、沒有面的長方體，形成水的通路。其

在大自然的潮起潮落中屹立了50年。
2020年特大洪水，保護區的其他建築遭遇

了沉重打擊，吊腳樓建築主體卻毫髮未損。

積極開展科普教育研學遊
「你看，南磯濕地有一年四季的美，就

以常見的水草為例，現在是枯水期，水草
裸露，等到天氣再暖和點，水草長勢會更
好、顏色會更綠，但一等到豐水期，就沒
入水底了。在這種時序更替裏，生命在延
續。沉浸式體驗大自然的魅力、偉大，是
高科技目前無法給予的。我們也在積極開
展科普教育，努力拓展研學遊。」

當前，保護區和朱教授團隊正在進行保

護區宣傳教育場所設計。該設計是模塊化
的、輕型的、可騰挪的建築，可布局植
物、野生動物、地質地貌、氣候水文等自

然主題的互動式體驗課堂。當中照明等低
功耗能源通過太陽能發電自給自足，配套
衞生間則採用微生物降解技術。

港團隊研當地特色 建吊腳樓扛過洪水

◆鳥兒在南磯濕地上盤旋。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胡斌華（右一）和同事們在一起觀鳥。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香港中文大學朱競翔教授團隊設計的吊腳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 2014年，朱競翔教授（左二）在南磯濕地考察。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保護區管理局的工
作人員走訪漁民家。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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