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时节，黑颈鹤轻盈扇动着翅膀，展示优
美 的 舞 姿 ，像 远 行 的 游 子 从 千 里 之 外 如 约 而
至。经历了长途迁徙的黑颈鹤，又回到大海子
边栖息，先是几只，再是一两群，随后，更多的黑
颈鹤陆续飞抵大山包，开始了它们在这里 6 个月
的越冬栖息。

从 1988 年昭通大山包发现黑颈鹤至今，这一
世界珍稀、濒危的物种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
闯入大山包后，它们又是如何摆脱人鸟争地、人鸟
争食的困境呢？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们究竟为它们做了些什么？

坚持党建引领 真情奉献社会

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于 1998 年 12 月 4 日经民政部门批准正式成
立，宗旨从以保护世界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鸟类熊猫”黑颈鹤为主拓展为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以“弘扬绿色文
化、倡导绿色文明、建设绿色家园、感受绿色时
尚”为发展方向，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美好愿景为终极目标。

截至目前，协会有会员志愿者 400 余名。协
会党支部自 2016 年 7 月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志愿者服务理念，坚决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创新宣传方
式，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增强群众野生动物
保护意识。

协会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传承了中华文化中厚德仁 爱 、乐 善 好
施 、扶 危 济 困 的 传 统 美 德 。 26 年 来 ，协 会 志
愿 精 神 在 昭 通 大 地 开 花 结 果 ，志 愿 服 务 事 业
生 机 勃 勃 ，志 愿 者 在 传 播 党 的 声 音 、参 与 大
型 赛 事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捐 资 助 学 等 方 面 发
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考察保护“两手抓” 推动发展“共双赢”

2023 年 12 月 10 日，协会成员深入黑颈鹤越冬
栖息地，向护鹤员发放鹤粮款。据永善茂林永安
大海子湿地护鹤员马仕才介绍，到永安大海子湿
地越冬的黑颈鹤已达 326 只，较去年增加了 10 余
只。退役军人、大陷塘湿地护鹤员李怀正高兴地
说：“尽管黑颈鹤只来了 66 只，较往年少了，但村
民爱护黑颈鹤、保护湿地的意识明显增强了。”

协会向两名护鹤员发放护鹤费 1600 元、鹤粮
款 1000 元。协会成立 26 年来，在每年入冬

黑颈鹤到来之际，都会及时向黑颈鹤越
冬栖息地的护鹤员发放护鹤费、鹤粮

款，以此缓解人鹤争粮矛盾。
高寒荒凉的昭通大山包，
冬天食物紧缺，耕地面积

少，农作物产量低，
每年一

二月份，大山包的地面被白雪覆盖，黑颈鹤难以
找到食物，为确保黑颈鹤安全越冬，迫切需要人
工投食。由于协会的成员大都为兼职，为了确保
投食，协会特意在昭阳区大山包镇、巧家县马树
镇以及永善县茂林镇等黑颈鹤的栖息地，聘请了
多名有责任心的村民作为投食员和护鹤员。26
年来，协会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弘扬绿色文化，倡导绿色文明，构建了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美好景象。2023 年 11 月 29 日，据云
南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最新监测统计，飞临大山包湿地越冬黑颈鹤数量
已达 2342 只，较 2022 年高峰时的 2260 只增加了
82只，创下该保护区历史新高。

强化生态环境宣传 打造生态名片

协会十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宣传教育工
作，先后策划组织开展了“亲近自然 关爱自然”
主题活动、“文明城市共创 佳节游园齐乐”元宵
主题活动、送环保科普知识和“绿色小课堂”进昭
阳区四小、“保护母亲河协会在行动”等数十个环
保公益活动。志愿者们到洒渔冷水河、巧家马树
等地捡拾垃圾，为野生动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环保走进校园”的开展，提升了青少年爱护环境
的意识，营造了人人讲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到清
澈美丽的洒渔河边，沿河捡拾垃圾，用实际行动保
护母亲河；到永善县码口镇黑甲村实地开展野生
动物保护宣传活动……

协会主编的会刊《黑颈鹤》已出版 152 期，发
表文字 300 余万字、图片数千张；建好协会门户网
站，访问量达 252 万人次；“黑颈鹤”微信公众号发
布 110 期相关信息 700 余条。会刊、门户网站及微
信公众号是协会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也是与
会员加强横向联系的纽带，更是协会服务各位会
员的主要平台。

慈善救助显大爱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在保
护黑颈鹤的同时，协会联合上海妙舍实业有限公
司和爱心人士资助有困难的孩子就学，帮助困难
的群众提高生活质量。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7 日，协会志愿者走访了
巧家县的崇溪镇、马树镇、老店镇、药山镇，服务
500 余户困难群众，为他们拍摄全家福、亲情照、
老人照 6000 余张，送出春联 680 副、手工艺品 223
份、大米 20 袋、慰问金 3000 元、食用油 40 桶、面条
40 把以及其他慰问物资 70 余份。2023 年 3 月 16
日上午，协会组织志愿者前往巧家县马树中学开
展第 36 期“妙舍助学基金”（马树中学第九期）发
放 仪 式 ，向 50 名 学 生 发 放 资 助 金 共 10000 元 。
2023 年 4 月 4 日，协会组织志愿者到鲁甸县梭山
镇查拉村卢家营小学，将上海爱心人士郑英姿女
士和北京爱心人士王晓娟女士主动捐赠的资助
金分别送到 3 名孤儿手中，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帮助和鼓励。2023 年 4 月
11 日，协会在水富市两碗镇中心校举行了第 36
期“妙舍助学基金”（两碗中心校第五期）发放仪
式，为 58 名家庭困难学子发放 12400 元资助金。
2023 年 5 月 5 日，由广东东莞援助昭阳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钱海霞医生协调来物
资，其中有 50 余套全新衣服、3 箱各类儿童读物；

协会会员王熙余赞助了 1000 元用于购买体育用
品，其中有篮球 5 个、足球 5 个、乒乓球拍 10 套、
羽毛球拍 10 套、跳绳 40 副、乒乓球 1 筒、羽毛球 2
筒，赠送给困难学生。

据了解，协会从 2005 年开始，联合上海妙舍
实业有限公司募集“妙舍助学基金”先后在昭阳、
鲁甸、彝良、镇雄、水富、巧家、永善等县（市、区），
资助边远高寒山区大中小学生 3369 人次，总资助
金额达 71.31 万元；上海妙舍实业有限公司王扬女
士联合“百草箱”多次组织中医专家到昭阳区及
巧家县开展义诊活动。

互促互学 协会共进促发展

除开展日常工作以外，协会把交流学习放在
第一位，学习其他地方先进的生态环境保护知
识。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26 日，协会组织昭阳区大
山包、巧家马树、永善伍寨等黑颈鹤越冬栖息地
一线护鹤员及黑颈鹤保护志愿者一行 19 人赴广
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冠头岭观鸟基地等地进行
候鸟迁徙保护考察学习，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2021 年 9 月 27 日，协会应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邀请，到昆明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
国际会议并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
例”；2021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协会应邀参加中
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在北京举
办的长江流域法律保护能力建设与交流研讨会，
并就长江上游金沙江段生态环境保护成就与参会
代表作了交流；2022年 1月 12日，《中国国家地理》
联合 12家云南本土的基金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
业以及社会组织推出了“云南环保力量新名片”，
协会号召大家一起来认领属于协会的环保力量新
名片……

26 年来，协会与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妙舍实业有限公司、云南均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云南滇香酒业有限公司、昭通市高原红粮油
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福人地板昭通总代理等 30 余
家企业进行了广泛合作，同时还积极主动配合政
府职能部门在保护区开展各项保护工作，号召社
会各界力量加入爱鹤护鹤行动之中，不断壮大了
协会志愿者队伍。

和谐大山包 人与鸟的乐园

在黑颈鹤及其越冬栖息地的保护工作中，昭
通市双管齐下、干群联动，让黑颈鹤家族“鹤丁兴
旺”。除了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局为黑颈鹤保驾护航外，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
者协会也功不可没。

如今，在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
们的爱鸟护鸟意识不断增强，湿地面积不断扩
大，生态环境一路向好，黑颈鹤数量不断增加，人
与鹤共生共荣，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美好，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协同推进。

黑颈鹤种群数量逐年增加，已由 1990 年的
300 多只增加到 2023 年的 2342 只，丰富了大山包
湿地生物多样性。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现已成为全国黑颈鹤种群数量最多、密度最
大的越冬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越冬黑颈鹤数量
约占全球黑颈鹤数量的八分之一，成为 200 多种
鸟类繁衍生息的美好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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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鹤共生共荣
——昭通市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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