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 守 的 理 由
通讯员 谭海波 李兵 程志林

什 么 样 的 动 力 和 情 怀 让 他 十 五 年 如 一 日 地 坚 守 ？ 让 我 们
走 进 秦 岭 腹 地 的 宁 陕 县 朱 鹮 野 化 放 飞 基 地 管 理 站 ， 走 近 这
位 “ 守 鹮 人 ” ， 探 寻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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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县域纵横

15 年前，在前途和理想之间，他选择了与鸟
为伴。

15 年来，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他选择继续守
望和初心不改。

15 年中，他行程 24 万公里、科普宣传达 3 万
余人次， 见证了 50 多个朱鹮家庭的建立，310 只
朱鹮宝宝出生。

15 年里，他用自己的坚守，让朱鹮在秦岭腹
地的宁陕落户生息、自由飞翔。

他就是陕西省宁陕县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
理站站长李夏。

与朱鹮结缘

“这几天正是朱鹮孵化的时候。 主要任务是
观测孵化情况，还有防蛇。 ”4 月 18 日中午，结束
朱鹮野外巡护的宁陕县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
站站长李夏边停车边说。

在准备好冲锋衣、牛仔裤、运动鞋加上摩托
车，一副野外工作的标准装备后，李夏讲述起了
他与朱鹮的 15 年。

今年 40 岁的李夏，2004 年学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宁陕县林业局广货街镇林业站工作。 两年
后，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缺少
挑战性。让李夏一度感到了迷茫，想到了辞职。而
后不久， 一次工作调动却让他打消了辞职的念
头。

为拯救和保护世界最濒危的珍稀鸟类之一、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2007 年， 经国家林业局
批准，陕西省在宁陕县启动实施了朱鹮野化放飞
试验和再引入工程，成立了宁陕县朱鹮异地野化
放飞实验基地管理站，李夏从林业站调到了朱鹮
管理站。 这次调动让他与国宝朱鹮结缘。

“我第一次见到朱鹮是 2007 年 3 月 8 日，也
是我到管理站上班的第一天。 当天，从汉中洋县
首批‘移民’的 10 只朱鹮也来到管理站。 ”回想与
朱鹮初次见面的时间， 李夏现在仍然是记忆犹
新。

5 月 31 日，是朱鹮野化放飞的日子，首批 26
只健康的人工饲养朱鹮迎来了它们一生中第一
次“任性”飞翔。 与此同时，李夏也开始了对它们
监测、跟踪和保护的艰辛历程。

“那时候， 每天起来看到朱鹮， 都面对着挑
战。 ”李夏说，正是这样的挑战，让李夏对工作产
生了热爱。

从此以后， 为了掌握朱鹮在野外的生存状
况，每天天没亮，李夏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沉重的
监测设备，沿着山沟、河流寻找着朱鹮的活动踪
迹。

宁陕县位于秦岭南坡，山高沟深，无线电跟

踪设备受到了极大限制。 有时由于山体的阻挡，
即使朱鹮就在不远处， 还是收不到任何信号，以
至于监测的效率很低。 经过反复摸索，李夏逐渐
找到了一种适用于山区的无线电跟踪方法，先后
监测到了所有佩戴无线电跟踪设备的朱鹮，并逐
步掌握了它们的活动规律及生存状态。

再难也要干

“在哪里能找到它们？它们的未来会怎样？ ”
工作初期，面对这些问题，让李夏陷入了迷茫。

由于是首次野化放飞， 没有资料可以参考，
一切都需要李夏自己去摸索。 “可以说，我们一切
都是从零开始。 ”李夏说。

加上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保护朱
鹮的意识不强， 给朱鹮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最开始，我是见到村民绕着走，路过县城绕着
走。 ”李夏告诉记者。

最初听说要放飞朱鹮、保护朱鹮，当地村民
还有抵触情绪，“国家钱真是花不完了， 花钱养
鸟！ ” 因为朱鹮需要经常到附近的田地里觅食，
会对作物造成一定损失，李夏经常被寨沟村民围
起来。 “有的会说自己秧苗被踩了、玉米被毁了，
虽然经过自己的一番解释，最后都安全走了。 ”李
夏说。 可能是群众表达心中的不满，但为了减少
这样的情况，每次见到村民时都绕着走。 加上自
己成天山里跑，整天一身汗，怕遇见熟人。 野外监
测时，只在县城周边开展工作，就算是从县城过，
也选择是在人少的时候。

李夏说：“最初， 最大的难题是去哪里找它
们，有时候跑两三天连朱鹮的影子都看不到。 ”为
了找到朱鹮，经常背着设备漫山遍野地跑，经常
是早出晚归。

在建站初期，一切条件都很差，到站上唯一
的路还是土路。 “每到下雨，路就走不成，骑摩托
车也不行，只能步行，脱了鞋光着脚一步一滑地
走到站里。 ”李夏说。 与此同时，随着基地人员陆
续离开，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多。 出于对工作的热
爱，这些困难都没有让李夏产生退却的念头。 在
开展朱鹮救护的过程遇到的一对兄妹，让李夏更
加坚定了干下去的信念。

2008 年的一个周末，李夏接到城关镇汤坪村
的一个电话，称一只朱鹮落在自家的院子里。 李
夏火急火燎地赶往现场，原来这只因降雨饿了好
几天的朱鹮， 意外飞到了他们家院子的角落，上
初中的黄姓兄妹找螃蟹、挖蚯蚓喂朱鹮，两人一
直守着朱鹮，等到李夏来了才放心离开。 “连老百
姓都这样爱朱鹮，我没有理由懈怠。 ”李夏暗暗下
定决心。

朱鹮孵化期间，蛇对朱鹮的危害是李夏最担

心的。 为了防蛇，他想尽办法，“给树干刷油、包塑
料膜都干过。 ”李夏说。 最终通过长期观察摸索，
他找到了一种有效的防蛇办法。

乐为守鹮人

4 月 14 日，在朱鹮野化放飞基地，一只小朱
鹮破壳而出。

李夏说：“经过这些年摸索， 摸清了人工繁
育，如何降低和减少朱鹮对人的依赖，恢复自然
繁殖的能力。 ”

宁陕现在算是放飞点中最成功的一个。 现
在，野外朱鹮种群已达 300 多只，种群年龄结构、
雌雄比例越来越接近洋县原生的朱鹮种群状态。
而他也通过自学， 逐渐成了研究朱鹮的专家，发
表了多篇论文，经常被邀请去讲课。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李夏一年很少在家，家
庭的支持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李夏的爱
人是一名教师，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爱人今年带
高三，站上也离不开人。 ”李夏说。 眼下是朱鹮繁
殖的关键期，也是高考的冲刺时刻，两人都忙，有
时孩子都没有人去接，即使是这样，爱人自始至
终都没有过一句怨言。

“我爱人说，看上的是我工作认真负责，人踏
实，才决定跟我。 ”李夏笑着说。 人家谈恋爱都是
爱电影，和我谈恋爱是看鸟。 最让李夏感动的是，
有次吃饭时，妻子对孩子说，你们以后考大学也
学生物，和你爸干一样的工作。

更让李夏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宣传
工作的不断普及， 人们保护朱鹮的意识也提高
了，也越来越理解并尊重他的工作。 “最近几年，
村民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很多时候村民发现行
动不便的朱鹮，都会打电话给管理站。 ”李夏说。
县上也给了很大的投入，基地所在的寨沟村基础
设施也越来越完善， 原来的土路现在成了水泥
路。 “不管是野化放飞前期还是野化放飞期，省市
县领导、专家学者各级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才让
这项工作开展下来。 ”李夏补充到。

从事保护朱鹮 15 年来，不管是夏阳冬雪，李
夏从未间断。 “我与朱鹮之间是平等关系，不是我
照顾它，我们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李夏
说。 在他的眼中每一只朱鹮他都知道他们的“故
事”，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只鸟了，从它们的身上，
也让我学到了责任。 朱鹮在残酷的环境下，都在
克服困难努力生存，更何况是人呢？

“现在，看朱鹮、保护它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心
境：“年少轻狂一杯酒，栉风沐雨十年情。 初发之
心终不悔，此生愿为守鹮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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