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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变多了！很多丽水人如今都有
同样的感触。不久前举办的丽水市第三
届观鸟邀请赛，24 小时内观鸟人一共发
现了 197 种鸟。当时正值初冬时节，发
现如此多的鸟让很多鸟友直呼意外。据
丽水市鸟类生态保护协会不完全统计，
2022 年，丽水全市一共记录到了 363 种
鸟。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等 9 种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也相继在丽水被发现，且
次数越来越多。

“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人是关键。”
丽水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李烜
介绍，近年来丽水通过加强生态修复、生
物多样性保护以及重点区域巡查巡护，
不断为各类候鸟筑造起“温馨家园”，让
它们能“如约而至”。日前我们走访丽水
各地，寻找爱鸟护鸟的故事。

远远地守护着你，就
是最好的保护

“九龙湿地公园保安24小时守护小
鸟。”听了一位鸟友的建议，我们首先来
到了距离丽水市区 15 公里的丽水市九
龙国家湿地公园。九龙湿地是丽水一处
连片面积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河流湿地，
也是“八百里瓯江”最具原生态风貌的江
域湿地生态系统。截至去年 7 月，公园
内共发现各种鸟类220种。

“公园里鸟很多，我们要照顾好它
们。”刚一走进门，57 岁的保安陈惠君就
和我们聊开了。作为保安，本身最重要
的职责是守护公共财产安全和游客的人
身安全，但在这里还要加上一项重要工
作，那就是守护各种鸟类的安全。

带上头盔，坐上“小电驴”，我们开始
了“守护之旅”。20多个保安分成3个班
次，每个班次8小时，全天24小时守护鸟
儿。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陈惠君值勤
的岗位，位于公园北侧的一片芦苇荡旁。
路边停好车，工作就开始了。

“站在这里干什么呢？”偶尔风吹过，
还有一丝丝寒意，我们不禁问。“如果游客
要走进芦苇荡，我们要去制止。”陈惠君

说，野生动物最怕的就是人类的骚扰，人
去的多了，鸟儿就不敢住了。“我们只要远
远地守护，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

“看看路边有没有新鲜的脚印，是不
是有人偷偷溜进去了。”“一大群鸟被惊
飞，肯定有人，要赶紧过去看看。”“小河
里不能钓鱼，鱼少了，鸟没东西吃也不
行。”陈惠君一边巡逻一边介绍。其实，
远远地守护并不是不做事。最少的人为
干预就是最好的保护，这样的保护理念
在公园内随处可见。

需帮助时我都在，这
是最大的友善

“那只白鹭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刚上班，莲都区生态林业发展中心林业
资源保护科科长仇建习就挂念着昨天从
市区绿洲花苑小区救回来的一只白鹭。

“一起去看看。”我们来到“小宠大爱”宠
物医院。这是一家私人宠物医院，2021年，
这里成为莲都区陆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戴好口罩和手套，穿上手术服。动
物医生郎敏小心翼翼地从笼中抱出一只
小白鹭，我们赶紧接了过来。“嘴里有黄
疸，尾部有便血的迹象，应该是中毒了。”
郎敏掰开白鹭的长喙，我们可以清晰看
到小白鹭嘴中黏膜有淡淡的黄色，尾部
羽毛有淡淡的红色。我们仔细端详手中
的小鸟。用手掂了掂，很轻，感觉1斤都
不到，明显感觉到它在瑟瑟发抖。“这是
一只半成年白鹭，应该是吃错东西中毒
了，没力气飞了。”一旁的仇建习介绍，他

接到群众电话后，赶到小区门卫室“捡”
回了它。我们轻轻抓住着白鹭的长脚和
长喙，郎敏消毒、注射，治疗就结束了。

“再用几天药，一周左右就可以放飞了。”
郎敏说。

送来救助的鸟类主要集中在两种类
型，一个是季节更替，食物减少造成营养
不良飞不动；另一个则是不慎吃到有毒的
东西中毒造成的。“救助成功率不高，50%
左右。”郎敏介绍，主要原因是野生动物不
像家养的动物，怕人，配合性很差。

“在人类面前，任何野生动物都是柔弱
的，在它们需要帮助时，我们都及时出手，
这是最大的友善。”仇建习说，现在大家对
野生动物的帮助越来越多了。从最初每年
救助40余只鸟类，到去年达到120多只。

给候鸟造好住所，这
是最全的关爱

莲都区生态林业发展中心主任卢剑
给我们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外出
务工一样，都是把好朋友带到好地方务
工。鸟儿也一样，丽水的环境好了，来的
鸟自然就多了。筑造候鸟“温馨家园”，
让更多候鸟“常来常往”成了丽水很多人
的共识。

坐上林业发展中心林业资源管理站
的执法车，我们开始巡查。穿过路湾隧
道，我们来到市区西郊的一片村庄。“这
里有很多葡萄园，葡萄开始挂果时，种植
户就会围上纱网，防止鸟儿偷食，但网很
容易误伤鸟类。”站在一片果园旁，管理
站副大队长王军林告诉我们。走进田
间，我们看到地上堆放着一些编织的密
网，用手摸了摸，材料是尼龙的。很多鸟
类误伤就是因为撞上了防护网。“等各类
水果开始挂果时，我们会加大巡查力度，
要求种植户撤下这样的网。”王军林介
绍，一方面加大巡查和劝阻的力度，另一
方面他们积极帮助农户寻找更合理的保
护措施。同时，他们也不断提醒果农，发
现有鸟类受伤，第一时间就要联系他们。

“生态好不好，动物说了算；风景好
不等于生态好，生物多样性才是最重要
的生态指标。”李烜说，在各方面的一起
努力下，绿水青山精灵相伴，万物和谐共
享自然的和美画面就在未来不远处。

24小时内发现197种鸟，记者探寻丽水鸟儿日益变多背后的故事——

筑造温馨家园 让候鸟常来常往
本报记者 黄 彦 通讯员 杨伟丽

拿到收房通知，你会想到谁？在杭
州，80%的业主会请验房师来帮助收房。

近年来，随着精装房成为市场主流，
住宅工程质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验
房市场规模逐年扩大。人社部印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验房师”作为房地产领域唯一
的新增职业被正式纳入。

验一套房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赚到
几百元，一天可以赚上千元，验房师收入
十分可观。同时我们也曾听到“某某楼
盘验房师被打”的消息⋯⋯这个专门“找
茬”的新职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
近日，我作为杭州“唯吾验房”验房师贺
文志的小助手，体验职业验房师的一天。

两小时验出近 30 处
毛病

周六上午 9 时，我们来到位于杭州
萧山空港的某新交付楼盘，今天要验的
4套房子都在这里。

交付，是住宅质量矛盾的集中爆发
期。“这个楼盘，有点意思。”路上，贺工讲
起一件“趣事”：这个楼盘其实 1 个月前
就交付了，可开发商交房当天的一番“操
作”，却让业主集体拒绝收房。“一般都是
先验房再办手续，可这里的开发商却要
求业主先办手续交钱再验房，双方就僵
在了大门口。”那天，他在寒风里等了一
天，一套都没验成。

“现在，业主陆续妥协了。”说着，贺文
志从车后备箱取出一只硕大的工具箱、一
把梯子，穿上了印着公司名字和小程序的
工作背心。在小区门口，我们跟第一户验
房的业主接上了头。这名年轻女孩告诉
我，贺文志是邻居推荐的。

一进门，贺文志就直奔电表箱，先把
电源全部推上，接着打开空气能、地暖
等，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这些设备运
行起来很慢，像地暖起码要 1 个多小时
才能看到温度变化，所以要早点打开。”

他打开工具箱，里面既有卷尺、水平
仪等常见工具，也有不少我叫不出名字
的专业仪器。见我好奇，贺文志一一介
绍起来：查看墙面平整度的强光手电、检
查墙面垂直度的激光水平仪、测插座电
路的相位仪、查网线的寻线仪、测地面湿
度查漏水的含水率检测仪、检测地暖以
及管道渗漏水的红外热成像仪⋯⋯

“除了专业工具，验房师的绝活还是用
眼睛看、用耳朵听。”他拿起检查空鼓的验

房锤——一个圆头的金属棍，“我还备了两
把，因为每个月就要用坏好几个。有次去
验一套毛坯别墅，一天就敲坏三四把。”

讲解完工具，他将一红一绿两卷贴
纸套在手上：“这是标记纸，贴在有问题
的地方。两种颜色，是为了更显眼，胶带
的黏性也不一样。”

“找茬”从入户门开始。不锈钢门槛
上的坑、门上面的划痕，全部贴上标记纸，
一个都不放过。“精装修房的问题分两类，
一类是感官问题，比如划痕、墙面平整度、
石材裂纹、木饰面破损等；另一类是影响
使用的，比如渗漏水、墙地砖空鼓、地漏放
松不够、管道错位脱节、电器设备故障
等。在我看来，后一类更重要一些。”

在洗手间，贺文志把地漏上的盖板
拿掉，蹲在地上细查里面的管道有没有
对齐或脱节，“管道没对齐，会导致防臭
芯安装不上、管道返臭，脱节还会引发渗
漏水”。他又打开了浴室柜，发现防漏电
的“局部等电位”没有安装。接着，半个
人扑出窗口，仔细观察设备平台，还打来
一桶水浇在平台上。“我发现这个设备平
台上有些积水，要看它的排水状况。”贺
文志解释，室外排水口容易被建筑垃圾
堵住，导致设备长时间泡水损坏。

从 9 时进门一直验到 11 时，厨房、
洗手间、客厅、卧室、阳台，每一处空间都
不放过，我们找出了大大小小近30处毛
病。这还没完，他将问题和整改建议跟
业主交代了一遍，拍视频留存，接着又用
便携式打印机将长长的验房报告单打了
出来，一份交给业主，一份交给开发商的
陪验人员，用以对照整改。

“验得真仔细，很专业。”业主告诉
我，专业人士“找茬”就是不一样，很多问
题作为普通购房者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个刚需盘，户型面积90平方米
到110平方米，一般验一户需要1.5到2小
时，面积越大时间越长。总体看，这户装修
质量还算可以，属中等水平。”离开这户人
家，贺文志拉着箱子快步走向下一户，“我
们动作要快了，下一户原本约在10点半。”

找到问题还要给出
解决方案

在第二户，贺文志交给我这个“小助
理”一项最简单的任务——检查厨房瓷
砖空鼓。

瓷砖空鼓是装修的常见问题之一。
空鼓的瓷砖容易脱落。检查瓷砖空鼓，

要拿验房锤在瓷砖上敲击，若发出的声
响比较沉闷,说明贴得牢实,如果响声清
脆,就是空鼓了。

“这个简单，刚才我已经学会了。”我拍
着胸脯说。然而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
之快：贺文志几分钟就能敲完的厨房，我敲
了20多分钟，敲得手臂酸麻、满头大汗。
更尴尬的是，我越敲越困惑：为什么每一面
墙的声音都不一样？我甚至觉得有一面墙
上全是空鼓，只好全部贴上标记纸。

我喊来贺文志“检查作业”。他重新
把厨房敲了一遍，看着满墙的标记纸，忍
不住乐了起来：“这不是空鼓，是烟道。”
他解释，空鼓分表层空、基层空，并且每
面墙因为材质、厚薄不同，声音也会发生
改变，“你首先得了解施工，明白其中的
门道，然后多听”。

第一步就受挫，让我体会到验房看
似简单，“门槛”其实不低。今年29岁的

贺文志年纪不大却资历很深，从事相关
行业近10年。“我学的就是土建，最早做
第三方装修监理，以前住宅都是毛坯房，
业主找装修公司装修，我就帮业主盯装
修公司施工。2016年，浙江开始推行住
宅全装修，毛坯房越来越少，我开始转
型，现在主要帮业主收房。”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验房师，需要有建
筑装修方面的专业知识。“找出装修中的
问题容易，但验房师更要懂施工，要了解
不同工艺的验收标准，这里面的内容就深
了。”贺文志说，其中不仅学问很深，“水”
也很深，“这个时候，就得靠专业来说话”。

对于验房师来说，一方面要会“找
茬”，更要知道怎样整改才正确。比如，贺
文志发现吊顶上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黑
点。“这不是脏，而是里面的钉子生锈，锈
迹透出了涂料。”他举着手电筒照给业主
看，同时叮嘱道，“工程方来整改的时候一

定要盯着，不能只抹一下涂料掩盖了事，
不然过段时间依然会有锈点。一定要给
钉子做好防锈处理，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有时候，施工方会来质问我，为什么
认为这是问题。”贺文志拿地砖空鼓打比
方，“有些施工方不愿意整改，就会说这不
是空鼓，是下面铺设了地暖管道。听起来
似乎有点道理吧？但这是欺负人不懂。如
果你懂工艺，就知道开发商是在忽悠你。”

工作 8 小时连午饭
都没空吃

就在我们验房时，一名物业陪验人
员悄悄告诉我，自己也懂一点施工，也想
当贺文志的徒弟。“我想做验房师。”他眼
神里带着羡慕，“收入高、自由、轻松。”

验房师一般按照房屋面积收费，“行
情”是每平方米 3 元至 5 元。我粗粗算

了一下，像贺文志这样的“网红”验房师，
如果每天都像今天这样验 4 套房，收入
相当可观。“没有没有。”贺文志连连摆
手，“这行有明显的淡旺季。另外，因为
业主大多会在双休日收房，所以我是平
时空、周末忙。这行还跟房地产市场息
息相关，像2022年就比上一年差很多。”

“这一行，其实收入跟付出成正比。”
他说。的确，这天，我们从早上9时验到
下午 4 时，整整 8 个小时，午饭都没时间
吃。“习惯了。”贺文志说。如果算路上时
间，他早上7时许出门，到家差不多要18
时，一天在外忙碌要超过10个小时。

但是，作为“网红”验房师，贺文志有
自己的“流量密码”。“没订单的时候，我
就拍视频、做公众号。”在他的公众号“贺
工来了”上，有40多条验房视频，每条都
干货满满。“我的客户，除了老客户推荐，
很多人是看过视频后找到我的。”

社区团购也是他慢慢摸索出来的
“生意经”。“用小区团购的方式开发市
场，每户收费比平时低一些，但不用跑来
跑去，效率更高。”除此之外，贺文志特别
强调，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验房师，必须
具备极高的职业道德，“这是最重要的”。

验房师，位于业主与开发商矛盾的焦
点上。“我们动了谁的奶酪？不是开发商，
而是施工方。”这个答案有些出乎意料。

“其实在验房这件事上，抵触我们的
并不是房产开发商，而是负责承包楼盘
装修的装饰公司。为了让我们‘抬抬手、
松一码’，他们就想着贿赂甚至威胁验房
师。”贺文志告诉我，有时是偷偷塞钱、送
礼品，有时是一直跟着让他不要“找事
儿”，有时甚至被一群人围着“教育”⋯⋯

“贪了、怕了，都干不了这一行。”
杭州是全国验房师最多的城市之

一，有大大小小几十家验房公司，行业发
展比较快，竞争也十分激烈。“验房师主
要分两个‘流派’。一类跟我一样做纯粹
的第三方验房服务；还有一类是与一些
装修、软装、团购其他产品为主的公司合
作，他们将验房作为‘引流’工具，费用极
低甚至免费。”

行业要发展，规范是关键。“这个职
业被国家认可，对我们、
对行业、对购房者来说，
都是一大利好。”告别
时，贺文志告诉我，他在
等国家的职业资格认定
出台，“我会在第一时间
考证。”

日入千元的验房师究竟做些啥？看记者体验——

你的新房，我来“找茬”
本报记者 方臻子

方臻子

黄 彦

验房师检查入户门。 记者体验敲空鼓。

验房师工具箱里摆放着各种专业仪器。

市民放生被救助的鸟类。 莲都区生态林业发展中心供图 莲都区陆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动物医生郎敏在救助白鹭。 本报记者 黄彦 摄

飞翔的白额雁飞翔的白额雁 拍友拍友 谢伟谢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