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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北
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的8岁
小朋友张正昊因在班级活动中积
极 参 与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被 评 为

“环保之星”。自小学一年级起，
他便参加各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活动。

张正昊常对身边的朋友说：
“地球是动植物的家园，我们不能
只利用，而不保护。如果我们不
保 护 ， 很 多 动 植 物 就 会 失 去 家
园，甚至可能灭绝。所以，我们
要珍惜和保护自然环境，让动植
物在地球上继续繁衍生息。”

张正昊身体力行，为保护动
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努力。他学
会了垃圾分类，在日常用水时也很
注意节约，爱护看到的动植物。“这
些都是很小的事，但如果每个人都
能从我做起，就不是小事了，而是
凝集成了很大的力量。”

在他的眼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不只是一个概念。“我看了一些相
关书籍，参加了学校的一些活动，
觉得保护生物多样性离我们并不
远，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无论年龄多大。”张正昊说。

在学校举办的相关活动中，
张正昊选择的是“传播保护生物
多样性”主题项目。他先通过网
络了解北京的动植物情况，并下
载 《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 等作为参考资料，碰到名录
里不熟悉、不认识的字词，就去
查阅相关资料和图片，了解这些
动植物的特征等，然后挑选出他
觉得比较重要、比较有代表性的
野生动植物作为设计对象。

在美术老师帮助下，张正昊不
断修改完善草图，最终绘制完成

“保护地球大家园”海报，同时还设
计了野生动物勋章和植物书签。

他还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打
印制作勋章和书签，再利用业余时

间在学校周边的社区进行分发。
张正昊说，希望用行动向同

学和自己所在社区周围的居民宣
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老师和
同学都很支持我的行动，我会继
续努力，让更多人知道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性。”张正昊说。

●去弄岗，“秘境”中
观鸟

油桐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四
学生。她从千里之外来到弄岗，与来自
上海、云南、浙江的另外3名年轻人组
队参赛。刚上大学时，油桐加入了学校
的观鸟俱乐部，后来又辅修了一门生
物摄影课。参加“秘境弄岗”国际观鸟
节，行走在自然中，是她的夙愿。

自 2017 年举办第一届龙州观鸟
节起，“秘境弄岗”就号称“最虐”
观鸟赛。今年8条观鸟路线覆盖了森
林、湿地、农田、河流、山谷等。在
这里观鸟，首先要具备“倾听”的本
领。陡峭的喀斯特地貌和茂密的森林
植被中，各式各样的鸟啼此起彼伏，大
多时又只闻其声，难寻鸟影，“偶尔现
身，也是惊鸿一瞥，真是超强难度版
的鸟语考试。”参赛队员宋伟慧说。

“这是我第一次在喀斯特地貌中
观鸟。”油桐的队友毛潇锐今年刚从
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已经走过杭
州、南京、福州、广州等许多城市。
与拍摄记录相比，毛潇锐更愿意沉浸
在“发现”的过程中。“在不同环境
中，我要观察鸟的各种行为。弄岗的
地貌、地形、土壤以及栖息的鸟类都
与我的家乡不同。身临其境去感受鸟
的多样性，有直观、深刻的感受。”
他说，“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慢慢
地，就可以拼出生态地图。”

观鸟不只是亲近自然的经历。观
鸟过程中完成的观鸟记录，更为鸟类
研究、保护及教育提供重要的信息。
所有参赛队员需要在小程序记录下鸟
种，拍下照片或录到鸟鸣，还要通过
专家评委的答辩确认。

一批批参赛队员赶到弄岗，其中
不乏年轻人的身影，周边逐渐弥漫起
活跃、兴奋的气氛。钟嘉是中国观鸟
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的荣誉理事
长。她介绍，这次活动中有许多年轻
队员，年纪最小的只有11岁。“观鸟
年轻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在这些年轻人中，观鸟多始于兴
趣爱好，但慢慢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
的看法。“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挺有意
思的爱好，有点集邮的感觉。”毛潇
锐从上高中时就开始了解观鸟，现在

已有在世界各地累计观鸟超过 900种
的记录。但他的目标并非要成为专
家。“与课本知识相比，自然观察更
能激发年轻人对自然的兴趣和保护自
然的意识，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很重
要的部分。”他说。

●通过观鸟，体会“众
生的地球”

陇亨屯的弄岗鸟舍前有一棵高大
的木棉树，清晨伊始，小巧的黄腹花
蜜鸟流连在盛开的木棉花丛中欢快地
鸣叫，成为观鸟队员的好朋友。

鸟是弄岗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

这里不仅鸟类资源丰富，还因发现了
“弄岗穗鹛”颇受关注。

来自浙江大学的林展羿和孙煜
皓因在校园里观鸟而相识。为了这
次观鸟之行，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开
始筹划。“沉浸在热带雨林和喀斯特
地貌中，60 小时的鸟赛，记录到 96
种鸟，增加了个人 60 个观鸟数记录
和其他额外收获，不虚此行！”孙煜
皓说。

弄岗保护区及周边生物多样性非

常丰富，于是“看鸟”并不是参赛队
员唯一目的。许多人还是“两爬”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 或昆虫爱好
者，“夜观”就成为弄岗观鸟的另一
项重要内容。陈璐是专业的“两爬”
研究者，每到夜间，她就和队员们打
开头灯、手电筒和夜视仪前往野外。
弄岗的夜空布满繁星，陈璐欣喜地见
到了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我对这
里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广西大学林学院的蒋爱伍博士
从事鸟类研究多年，是新鸟种“弄
岗穗鹛”的发现者。“年轻人视觉和
听力都非常灵敏，也能吃苦。”在观
鸟时，他鼓励青年队员进行全面、
细致的鸟类观察，记录和描述鸟的主

要特征，比如羽毛颜色、生境、行为
等信息，再通过比对资料来鉴定确认
种类。

观鸟引导着许多人走进了大自
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
生活方式。“观鸟是一个观察、思
考、分享、交流的好途径。我觉得，
这能帮助年轻人了解我们的地球。”
蒋爱伍说。

无论身处何地，当鸟的啾鸣响起
时，请停下脚步，侧耳倾听……

2018 年，许振轩与李丹宜正在江苏南
京读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到斯里
兰卡体验了一场特殊的“海龟保育义工之
旅”。许振轩一直非常喜欢去海洋馆，宿舍
还有好几个乌龟蛋。“看着它们从孵化到慢
慢成长，感觉非常奇妙。刚好一直关注的
公众号提供了研学机会，我从众多项目里
选择了‘海龟保育’。”许振轩的决定也影
响了喜爱小动物的女朋友李丹宜。

利用当年寒假，两人一起踏上了特殊
旅程，来到斯里兰卡南部小城巴勒皮蒂
耶。“几乎没有接触过海龟保育工作的大学
生要在短时间内适应陌生国度、熟悉同
伴、学习新知识，这既新奇又充满了挑
战。”许振轩说。

20多名义工被分成两组，男生主要负责
“体力活”——打扫长满苔藓的龟缸、换水、
搬沙子等。女生为海龟准备食物并为其喂
食。海滩边海龟保育中心的器具，比他们想
象中的更简单——用木质材料搭出一个小
棚，大大小小的海龟在布满青苔的水缸里静
静趴着。“这里主要收治受伤的海龟，并帮
助海龟进行孵化。”李丹宜说，“我们还对埋
下海龟蛋的沙滩定期进行清扫。当我第一
次小心翼翼地站在沙滩上时，特别担心会
把哪个海龟蛋踩碎了。”

刚到巴勒皮蒂耶时，李丹宜不适应当地
的饮食和气候。保育中心还严格规定——为
了避免海龟中毒、对海洋造成污染，义工
在工作时不能涂防晒霜和化妆。但当地的
紫外线强烈，义工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晒
伤成了家常便饭。李丹宜也被晒伤过，严
重时，脸部与鼻周甚至都有血渗出来。

但随着义工活动的开展，最初的陌生
感与不适应逐渐消散，青年们与海龟的
关 系 也 越 来 越 亲 密 。 一 次 给 海 龟 换 水
时 ， 许 振 轩 尝 试 把 一 只 大 海 龟 抱 了 起
来。“它特别重，但也很乖。我抱着它，
觉得特别像在给自己宿舍里养的几只乌

龟洗澡，很亲切。”
义工旅行来到最后一天，20 多名义工

来到海滩，对小海龟进行放生。热带地区
夕阳余晖格外耀眼，光晕被映照在大海
里。大家小心翼翼地放下一只只海龟，紧
张而又期待地看着它们慢悠悠地向前爬。

“不知道是谁先大声地喊加油，大家都跟着
喊起来，小海龟跟着加油声，回到它们最
初的故乡。”这个场景给许振轩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

“在斯里兰卡做义工期间，我们有更多
和动物亲密接触的机会，比如在领队的带
领下，第一次摸到了蛇，也曾看到萤火虫
落在我们身上，都是难忘的经历。”李丹
宜说。

谈及青年人如何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
性，许振轩认为，最重要的是多与动物接
触，只有走近动物，对它们有更深的了
解，就会产生保护它们、与它们和谐共处
的意识。

李丹宜的感受是，和动物相处要自
然，让一切回归自然本真。

今年 12 岁的宋培星是一名小
学六年级学生，就读于福建省福州
市金山小学。

5岁那年的一个周末，他回到
福建闽侯县南屿镇的乡下老家。当
晚，一条土灰色的蛇爬到院中，盘
贴在入户玻璃门上。隔着玻璃，宋
培星一边看着蛇，一边用手来回
晃。这次和蛇的对视，让他对蛇产
生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他对蛇的
兴趣，开始看相关书籍和视频，对
蛇有了越来越多的认知。

6岁那年的暑假，宋培星和爸
妈一块到北京动物园参观。在一个
节目中，主持人问观众“蟒蛇是有
脚还是没脚的？”观众的第一反应是
没脚，但主持人解释说，蟒蛇的脚并
未完全退化掉，在其身体后部有小
突起，看起来就像是小触角一样，其
实是它的残足。这样的认知不仅让
宋培星更想深入地了解蛇，也让他
对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有了兴趣，如

今已读了沈石溪
的不少作品。

读小学 3 年
级之前，宋培星
所在小学常组织
学生到福建省博
物院参观，自然
馆里的陈列，让
他对蛇有了新的
认知。渐渐地，
他开始看有关蛇
的电影，也会在
周末跟着妈妈到
福州市图书馆看有关蛇的书籍。

“我也常从图书馆借阅关于蛇的图
书，还意外发现，在还书处，有不
少关于蛇的书。这么看来，希望了
解蛇的小朋友并不只是我。”宋培
星说。

从5岁和蛇的“初遇”到现在
对蛇的认知加深，宋培星对蛇的保
护也有了自己的认识，说起来头头

是道。“比如黑曼巴蛇是毒蛇，也
是世界上速度很快、攻击性很强的
蛇类；再比如黑尾蟒，由于大量猎
捕和栖息地环境的破坏，黑尾蟒的
数量逐年减少，它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宋培星说，“要保护好蛇
类，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哪些事
不能做。我希望自己也能在其中贡
献一点力量。”

世界地球日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青少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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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实验幼儿园举行“世界地球日”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手绘地球等环节引导孩子们从小
树立爱护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图为孩子们在“手绘地球”。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山峰林立，沿途满是火红的木棉花和
热烈绽放的三角梅，农历闰二月初二，北
方乍暖还寒时候，弄岗早已进入了春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逐卜
乡弄岗村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是观

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今年3月22日至3
月26日，第六届“秘境弄岗”国际观鸟
节在龙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
赛队伍共64人在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及周边开展观鸟竞赛。参赛队员中，青
年人越来越多。

当鸟儿啾鸣时，请侧耳倾听
朱玉芳

长尾阔嘴鸟、黑冠黄鹎、冕雀，参赛队员用漫画展示在弄岗观鸟的收获。
宋伟慧制图

日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望城
街道正阳社区通过不断丰富青少年科
普教育形式和活动载体，开展“珍爱
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教育
活动。采取讲解地球常识、废物再利
用等科普知识，倡导青少年从我做
起，共同保护美丽的地球。

图为活动现场。
田凯平摄

难
忘
﹃
海
龟
保
育
义
工
之
旅
﹄

胡
炜
莘

8岁男孩的环保梦
张凯鹏文/图

许振轩（右）与李丹宜在斯里兰卡体
验了一场特殊的“海龟保育义工之旅”。

受访者供图

12岁小学生和蛇的故事
李海文文/图

张正昊正在绘制“保护地
球大家园”海报。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4个“世界地球
日”。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至
关重要，也是评价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标

准之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中国青
少年一直在努力。

本报采访了几名青年和小学生，看看
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