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候鸟在南北湖风景区栖息候鸟在南北湖风景区栖息。。

2024年10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2024年10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6 亲历

秋意渐浓，海盐南北湖迎来了一群
远道而来的客人。

作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
上不可或缺的驿站，南北湖以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也成了候鸟
的避风港。每年有超过300种候鸟在此
歇脚，为接下来的长途跋涉积蓄力量。

为了保护候鸟，打击非法捕猎行为，
海盐县公安局澉浦派出所今年牵头成立
了全省首个以候鸟保护为主题的南北湖
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

工作站位于南北湖风景区东大门，
占地约 157 平方米。站内常驻 5 位民警
和 80 余名生态义警。义警由南北湖护
林员、民间护鸟协会、护鸟志愿者等组
成，他们协助民警在候鸟迁徙带重点区
域开展巡查、无人机巡飞。工作站还与
行政执法、应急救援等部门紧密联动，构
建起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网。

他们究竟是怎样工作的？近日，我
来到南北湖，在澉浦派出所副所长陈伟
的带领下，开启了护鸟工作体验。

剪开鸟网
救了一只鸟类“永动机”

一见面，陈伟就招呼我进工作站看
看。“平时大厅对外开放，游客、当地居民
都可以进来参观。”陈伟介绍。

从大厅往里走，是指挥中心。“这里
是工作站的核心区域，也是生态警务联
勤工作的‘智慧大脑’。”陈伟说。只见宽
敞明亮的空间里，各种现代化设备一应
俱全。

最显眼的，是指挥室中央的大屏幕，
几乎占据了一面墙，上面显示了景区主
要景点的监控、实时交通流量和游客

分布等数据。
工作站通过整合 380 余

个分布在景区、行政机关
等地的监控，对候鸟

迁徙带重点区域
进行监测，及

时预警非法捕猎、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
“那里有异常情况。”突然，坐在我身

旁的年轻民警徐佳华凑近屏幕说道。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只鸟儿正拼
命挣扎，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快拉近镜头看看。”陈伟迅速说。
随着画面放大，我发现树木之间藏着一
张捕鸟网。

拎上工具箱，陈伟就带着同事奔向
鸟儿受困的地点。此处距离工作站不
远，步行大约十分钟就到了。

在树丛间，我看到了受困的鸟儿。
“这是一只黑头蜡嘴雀，别看它个子小，
但很活跃，有鸟类‘永动机’的称号。”陈
伟说。

此刻，它扑腾着翅膀，试图挣脱束
缚，但细密的网线如同魔爪一般，牢牢将
它捆绑住，我的心不禁沉了下去。

“你可以试试解救它。”陈伟说。我
小心翼翼地靠近鸟儿，生怕给它带来更

大的惊吓。“你用手遮住它的眼睛，可
以 减 轻 它 的 恐 惧 感 。”陈 伟 给 我
支招。

我一只手蒙住黑头蜡嘴雀的
眼睛，另一只手试图去解开那些

网线，但发现这些网线纠缠在一起，如有
千千结。

“徒手解绳子很难，你拿着剪刀先沿
大圈剪下，然后挑出剪断的网绳就行
了。”陈伟边说边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剪
刀递给我。

我有些紧张，手微微颤抖，生怕伤
到了鸟儿。按照陈伟教我的方法，我先
用剪刀剪大圈，再快速抽出剪断的绳
子。不一会儿，这只被困的鸟儿成功脱
险，扇了几下翅膀便飞走了，我长舒一
口气。

“接下来，我们会对这片区域加大巡
查力度。”陈伟告诉我。

一架无人机
监测半径10公里

完成解救任务后，陈伟带我走上了
鸡 笼 山 ，过 去 这 里 时 不 时 会 发 现 捕
鸟网。

为了让候鸟安全迁徙，工作站民警
和生态义警一道，对历年非法捕鸟的易
发区域全面梳理、逐一标记，并加强了对
这些区域的巡查力度。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来自南北湖护
鸟协会的顾林峰和孙俊杰。顾林峰手持
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记录，而孙俊杰则
在操控无人机。生态义警中，像他们这
样的护鸟协会成员有16人，他们每人每
周抽空来这里巡查一两次——不仅要在
野外进行鸟类种群数量的调查，还要关
注其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及时发现
问题。

我走上前去，拿过顾林峰的记录本
仔细翻阅。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
记 录 着 候 鸟 的 种 类 、数 量 以 及 活 动
情况。

“今天，我在鸡笼山附近看到了4只
夜鹰的踪迹，这种鸟属于夏候鸟，正准备
南下过冬。”顾林峰告诉我，“当天的巡查
记录，我们都会整理归档。”

南北湖景区约有8670亩森林，除了
日常巡逻，工作站还用上了无人机。陈
伟说：“我们目前有10架无人机，每天都
会巡飞，主要监测是否有可疑人员在布
置捕鸟网。”

看着操控无人机的孙俊杰，我有些
好奇。“我能飞一下吗？”我问道。

孙俊杰把无人机遥控器递给我。在

他的指导下，我缓缓操纵着遥控器，确保
无人机在空中安全工作。

“一架无人机能监测半径10公里的
范围。”孙俊杰说。当无人机悬停在100
多米高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

我紧盯着遥控器显示屏，通过放大
镜头，附近的一草一木尽现眼前，周围并
没有发现捕鸟网。

“这些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
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非法捕鸟的现象
已经大大减少。”陈伟说，“借助这些高科
技手段，我们能更好地保护鸟类。工作
站成立至今，共破获鸟类刑事案件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南北湖景区的涉
鸟类警情同比下降23.9%。”

拉网式巡查
覆盖近20个山头

返程途中，我们碰到了正在巡山的
南北湖护林队队长金晓贤一行 6 人，因
常 年 在 户 外 工 作 ，他 们 的 皮 肤 晒 得
黝黑。

跟护林员不同的是，除了清理鸟网，
他们还会排除森林火灾隐患、清除山间
杂草。

我加入金晓贤的队伍，和他们一起
巡山。山路很不好走，到处是树枝，一不
小心就会被绊倒。巡山时，护林队经常
走野路，很多地方坡陡路险。

“景区将近 20 个山头，我们基本采
用大范围的人工拉网式巡查，尤其不能
放过一些人迹罕至的区域。”南北湖护林
队共有 18 人，他们轮班巡山，每天要在
山里走5公里。

“我早已把山林当做我的家。”8 年
前，金晓贤当上了护林员，从此便与这片
山林结下不解之缘。每天早晨 6 时，金
晓贤和队员就踏上巡山的征程。

“这些年我解救过七八百只鸟，还有
些稀有品种。”金晓贤略显自豪。他告诉
我，这些鸟大部分是被网缠住了。

虽 然 常 年 在 外 奔
波 ，但 金 晓 贤 不 辞 辛
劳。金晓贤感叹：“每每
抬头望天，看着鸟儿们
自由自在地飞翔，就会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者探访全省首个候鸟保护生态警务工作站

南飞的候鸟，我们为你护航
本报记者 许钟予

腿短、比“同事”矮一个头，一只来自
山东潍坊的柯基警犬“福仔”因其可爱的
外表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10 月，“福
仔”通过服从科目等考试，成为全国首只
预备役柯基警犬，可以协助警察完成安
保侦察、搜爆等工作。

“福仔”让警犬再次出圈。很多人想
知道，警犬是如何训练的？它需要掌握
哪些技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衢
州市警犬基地，体验训导员工作。

陪玩建立信任

训练警犬对于从小就怕狗的我来说
并不容易。“汪！汪！汪！”刚刚走进训练
基地，我这个陌生人就迎来了警犬们的

“欢迎仪式”，这让我有些心慌。
“衢州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集合了衢

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衢江分局、柯山
分局共 4 个单位的人员和警犬，整个基
地共有 31 只警犬，涵盖了拉布拉多、马
犬、史宾格等6个犬种，每只警犬都有对
应的训导员。”衢州市公安局警犬管理科
科长郑琦介绍，基地共有 14 名训导员，
每名训导员负责两到三只警犬的科目训
练，主要包含基本服从、障碍跨越、追踪
与扑咬、搜爆与搜毒、人犬战术协同训练
五大类科目。

郑琦介绍完毕，训导员廖园带着 6
个月大的警犬“四喜”向我走来，白棕相
间的“四喜”是一只史宾格犬，体型不大，
适合“新手入门”。

我跃跃欲试，廖园告诉我：“狗天性
好玩，要让它服从命令，你得先和它成为
朋友。”说罢，廖园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
穿着绳子的黄色小球，球面遍布了大大
小小被啃咬过的坑。

陪“四喜”跑步、给“四喜”抛球⋯⋯
廖园指导我做完一套动作后，我便成了

“四喜”的玩伴。起初，“四喜”让我有些
害怕，它似乎懂我的心思，每每到我身
边，就将球吐在我的脚边，抬起头、摇着
尾巴，等着我再次抛球。

随着一次次抛球、找回、再抛球，我
俩渐渐熟络起来，我不再害怕，它也更加
活泼，还时不时蹭蹭我的小腿，用爪子扒
拉我的裤子。

“建立信任是服从命令的基础，警犬

身份特殊，服从性是警犬开展任务的基
石。”廖园见我和“四喜”逐渐熟悉，开始
分享，“建立信任并不容易，需要训导员
每天花时间陪它，给它下命令，通过奖惩
的方式让它能对命令作出正确的反应，

‘四喜’已经和我相处了近 5 个月，现在
已经能完成坐、卧、立等简单的指令，服
从科目已入门。”

“四喜”什么时候才能“毕业”出警？
廖园表示至少还需一年半，“基地里其他
警犬基本都要经过两年以上的系统训
练。”

经过两个小时陪玩后，我和“四喜”
算是认识了。“‘四喜’，握手。”廖园发出
了指令。“四喜”随即向我伸出了爪子。
它爪子上柔软的肉垫让我忍不住轻轻一
握——和警犬建立信任，我作为训导员
的第一课顺利结业。

我扮“歹徒”被扑咬

如果说建立信任是开胃菜，那么警
犬的专项训练就是真正的大餐。将“四
喜”送回犬舍后，一只肩高半米、体重约
80 斤的马犬“十一”被廖园牵了出来。
它每走一步，都充满了力量感。

“‘十一’，看球！”廖园掏出黄色小
球，猛地一扔，“十一”后腿蹬地、前腿顺
势一扒，直奔球冲过去，身后扬起的尘
土，在阳光的照射下久久未散。接近小
球时，“十一”后腿作刹车状，腿上的肌肉
线条清晰可见。飞奔而出、咬住小球，

“十一”全程仅用了3秒。
“热身”之后，就要出大招了。“要感

受一下‘十一’的扑咬吗？”还未等我反
应过来，廖园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护具和
软棍，护具约 5 斤重，软棍内部填充有
海绵。

右手持棍，左臂戴上厚厚的护具，胆
战心惊中，我成了“歹徒”。“训练中，训导
员会模拟实战，不断在警犬周围挥动软
棍，干扰警犬。”廖园表示，这主要是训练
警犬的抗干扰和抗压能力。

“‘ 十 一 ’，去 ！”廖 园 一 声 令 下 ，
“十一”铆足了劲向我扑来，它的冲劲
让我一个踉跄，连退好几步。“十一”
一口咬住了我的左臂，虽然有护具保
护，我明显感到左臂的压迫感逐渐增
强。我开始实施干扰——右手拿起软
棍，在“十一”身边挥舞，但“十一”丝
毫没有松口的迹象。“放！”直至廖园
下令，“十一”才缓缓松口，我的手臂

也重获自由。
紧接着，“十一”的另一项技能训

练——血迹搜索开始了。“警犬嗅觉灵
敏，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关键物品和人员，
血迹搜索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廖园
介绍。

在廖园的指导下，我从冰箱中拿出
用于警犬训练、装有血液的试管，让“十
一”闻过后，将其中一半倒入远处的草丛
中。“搜！”廖园一声令下，“十一”立刻展
开地毯式搜索，只见它脑袋微低，鼻子向
前搜寻，任凭杂草刮过鼻头，“十一”不为
所动。它时而加快脚步，时而转圈，仔细
排查各个点位。

5 分钟后，“十一”找到了标记点。
它先是一顿，低头再次确认，然后趴下、
轻吠，一套动作高效、干脆。“这是告诉我
们，它找到血迹了。”廖园摸了摸“十一”，
表示鼓励，同时向我解释。

“警犬像人一样，有不同的性格和
能 力 ，训 导 员 要 注 重 发 挥 警 犬 的 长
处。”廖园说，基地里的警犬都在不同
类型任务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史宾格
犬对气味敏感，更善于搜爆、搜毒；马
犬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多负责巡逻
防暴⋯⋯”

是战友更是家人

廖园和我牵着“十一”回犬舍时，一只
黑棕色的警犬引起了我的注意。相比“四
喜”“十一”，这只警犬多了一分沉稳，不扑
腾、不吠叫，见我路过，只是默默注视着我。

“它叫‘巴顿’，是我们基地的退役警
犬，和我曾是战友，它已经跟我一起走过
了快 10 个年头。”一同随行的郑琦看我
颇为好奇的样子，便向我介绍起来。警
犬可能因为负伤、能力退化等因素退役，
退役的警犬会留在基地养老，基地目前
有6只退役警犬。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向郑琦申请与
“巴顿”短暂相处。依旧是抛球的游戏，依
旧是一人一狗，“巴顿”没有“四喜”的活
泼，也缺乏“十一”的爆发力，但每一步奔
跑都脚踏实地，每次抛球它都有回应。

没玩多久，“巴顿”便开始喘气了。
“现在它老态龙钟，但当年也曾威风凛
凛，立下不少战功。”郑琦一下子陷入了
回忆。2011年，衢州市发生一起特大抢
劫案，“巴顿”根据现场遗留的气味，辅助
他排查出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获得
关键线索后，衢州警方很快便将犯罪嫌

疑人抓获，“巴顿”因此被公安部南京警
犬研究所评为“功勋犬”。

想不到“巴顿”有过这样的高光时刻，
我有所触动，轻抚着“巴顿”。它安静地坐
着，双眼微眯，任凭微凉的秋风吹过。

警犬不同于宠物犬，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它们在退役后仍保持了运动的习惯。
虽然整体素质不如以前，但仍需要每天拉
出来遛一遛，“不能让它们在犬舍里憋坏
了。”郑琦说。

“来来往往，我们训练了很多警犬，
也见证了许多老警犬离开一线，训导员
会承担起这些退役警犬的陪伴工作。‘巴
顿’的日常就由我照顾。”郑琦忍不住感
慨，“我们是战友，更是家人。”

从玩伴，到战友，再到家人⋯⋯经历
过一系列艰苦训练后，训导员和警犬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共同在为这座城
市保驾护航。

记者在衢州市警犬基地体验训导员工作

汪汪队，是这样练成的
本报记者 林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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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钟予

训导员带着汪汪队开展训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在廖园指导下，记者带着警犬“十一”进行扑咬训练。 本报记者 钱洁瑗 摄

候鸟在南北湖自由地飞翔。 生态义警教记者（左）使用无人机开展监测。 通讯员 黄凯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