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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成群飞翔、江豚朝人们微笑……

记者来到浔阳江畔凭栏远望，只见一幅

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沿着百里长江岸线

徐徐展开，九江市“最美岸线”也从长江

沿岸拓展到沿鄱阳湖等长江干支流域。

“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是 一 项 长 期 任 务 ，

要 在 高 水 平 保 护 上 下 更 大 功 夫 ，为 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

为推动长江生态可持续发展，九江军分

区注重发挥新质民兵力量作用，通过科

技赋能提升保护与修复质效。

“雨量为 0，水位 10.52 米，远低于警

戒水位，化学污染物没有超标。”在鄱阳

湖蛤蟆石水域，九江市濂溪区气象与水

文观测排民兵杨超正在操作手持气象仪

和无人机遥感测绘等装备，采集实时水

位、降雨量、化学污染物等信息，并上传

至平台管理中心。

“长江是洪灾水患易发多发区。科

技 赋 能 ，让 我 们 在 岸 线 治 理 上 更 有 底

气。”杨超介绍，这些装备一年四季通用，

任何异常气象水文，都逃不过它们的“火

眼金睛”。

此外，九江军分区还借助全国首艘大

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

号”、大型载物运输无人机等地方先进装

备，军地联合开展长江鄱阳湖流域崩岸治

理、水生生物管护、湿地和候鸟巡护等训

练演练，通过水中、空中和地面 5G 信息系

统，实现水岸之间数据、视频、通信互联共

享，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为守

护长江安澜、打造最美岸线提供保障。

不 仅 长 江 水 域 的 保 护 有 了 科 技 加

持，来到这里的候鸟也有了技术保障。

“每只佩戴跟踪器的候鸟都有专门编号，

其飞行轨迹、生存状态等都能在手机上

一目了然。”民兵候鸟巡护队巡护员邱伟

恒说。

“除了野外巡护以外，我们还通过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搭

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系统”。

邱伟恒站在监控大屏幕前介绍，他们在

保护站设有 25 个监测点，将保护区内的

鸟类资源实施智能动态化监测，通过高

清探头+5G 慢直播、无人机监测、地面巡

护监测等方式，24 小时监测湿地和越冬

候鸟情况，并结合移动终端，实现野外巡

查数据实时上传，更新保障重点、敏感区

域，确保数据的翔实可靠。

守护候鸟的工作虽然辛苦，民兵候

鸟巡护队的队员们却乐在其中。过去一

年，有 10 余万只鹤鹳类、雁鸭类、鸻鹬类

候鸟来此栖息，其中白鹤 3500 余只，白

头鹤、灰鹤、白枕鹤 3100 余只。在邱伟

恒和民兵战友心中，人与候鸟和谐共处，

是最美好的生态图景。

“江湖联动，美美与共”。长江鄱阳

湖流域已成为全民乐享的生态优选地、

文化新地标、旅游新去处，呈现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科技赋能，在岸线治理上更有底气”

江西省永修县民兵候鸟巡护队巡护员监测越冬候鸟。

袁 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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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鄱阳湖畔，从小喝着鄱阳湖的水

长大。18 岁我参军入伍，2 年后退役返乡，

被分配到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吴城保护管理站，从事湿地和候鸟保护工

作。从此，这里的一茎草、一泓水与一声声

鸟鸣都深深印刻在我的内心。

一身迷彩服、一双高筒靴、一架望远镜、

一台相机、一辆摩托车，每天早上 5点起床，

开启我一天的巡湖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这一干，就是 37年。

几十年的巡湖工作，让我与鸟儿结下不

解之缘。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当我巡

湖到大湖池的时候，看见一只受伤的幼鹤在

泥潭中挣扎。我当时救鹤心切，冲进泥潭，

鞋子陷进去也没察觉，深一脚浅一脚地将这

只白鹤抱回站里，给它包扎伤口，买来小鱼、

小虾及玉米喂养它。白鹤是有灵性的动物，

多日的朝夕相处，它开始亲近我。一次，我

带着这只白鹤到医院看病。我在前面走，它

就在后面跟着走，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经

过 1 个月的精心照料，这只白鹤逐渐康复。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把这只白鹤抱到

湖边放飞。结果，它在我的头顶上久久盘

旋，不肯离去。

2019年 10月的一天，我巡湖时不慎摔

伤左臂。医生叮嘱我卧床休息。可一想到

数十万只越冬的候鸟，我吊着绷带又回到鄱

阳湖。

长年累月的巡护，让我练就了不少技

能。我不仅熟知 200 余种鸟的习性，还会

“听音识鸟”，可分辨 30 余种鸟鸣声。37 年

来，我救护放飞了数百只鸟。

我以湖为家，一年 365天，不分寒暑、没

有节假。为了掌握鄱阳湖水鸟的种类、数量

及分布情况，我坚持天天写候鸟日记，跟踪

拍摄记录候鸟的生活习性及活动规律。有

时，为了拍到一张白鹤活动的照片或一段视

频，我在草洲上一守就是大半天，饿了，啃点

干粮；渴了，喝口凉白开；累了，就在草洲上

躺一会……

从青丝到白发，鄱阳湖畔的大小草洲上

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而我也见证了鄱阳湖保

护区由过去的 150余种鸟类发展到现在 400

余种，鸟类数量由过去十几万只发展到现在

80余万只的壮观景象。鄱阳湖保护区的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是几代人艰辛的努力所取

得的成果。未来，我将一如既往保持满腔热

情持续走在巡护行列，同时我还要多向群众

宣传生态环保和候鸟保护知识，让大家都来

爱鸟护鸟，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乔志强、袁 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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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同饮一江水 共护长江共护长江美美
—江西省九江市民兵参与长江流域九江段生态保护纪实

■林小强 本报记者 郭冬明

成群的白琵鹭泼水嬉戏，白鹤在南荻、芦苇间低头觅食……近日，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启动。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

县吴城镇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湖池观鸟点，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栖息，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鸟、拍摄。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 152公里长江江西段岸线。为守护长江安澜，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军分区积极组织民兵参与

长江流域九江段生态保护建设，全力打造长江美丽岸线，成为长江流域治理一道坚实的迷彩屏障。

本期关注

初冬，漫步在九江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城区段，长江景致尽收眼底。岸边，

一群人身着迷彩服，巡江护堤、植树复

绿……

“这里曾杂草丛生、垃圾遍地，非法

开采、污水排放等行为屡禁不止……”正

在岸线巡护的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民兵

连指导员马新平告诉记者，随着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成为全民共识，长江生态环境

修复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长 江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并 非 一 日 之

功。2017 年，江西省九江军分区组织长

江流域县（市、区）人武部民兵积极参与

防洪、治污、治岸、治渔，先后组建岸线整

治“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民兵巡堤志

愿服务队、民兵生态管护队、民兵长江水

生生物保护分队、鄱阳湖候鸟巡护队等

10 余支队伍。

“我们生在长江边，长在长江边。守

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得

知 组 建 民 兵 巡 堤 志 愿 服 务 队 ，曾 参 加

过’98 抗洪的马新平第一时间报了名，

同时还申请担任长江九江城区湓浦段的

村级河长。

为守护长江岸线，九江市浔阳区全

面推开河长制，确立街道级河长 10 人、村

级河长 30 人，全部由民兵和专武干部担

任，并成立长江九江城区段岸线民兵巡

堤队，每周组织开展清河（岸）志愿服务、

防溺水和河湖保护宣传教育等活动。

“我负责的河段主要是长江大堤 18

至 19 号闸口，长约 2 公里，每周至少巡

一次。”马新平说，今年以来，她已巡河近

200 余次，总距离超过 4000 公里。

“ 依 江 而 生 ，以 江 为 家 ，守 好 母 亲

河。”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民兵长江岸线

管护队员周礼负说，这是每个长江岸线

管护员的心愿。

江洲镇地处长江中下游，为长江冲积

岛，曾发生多次溃决险情。前不久，这里刚

完成崩岸应急治理工程。记者乘坐轮渡来

到江洲镇，见到了这位“长江哨兵”。

哪里险情严重，土生土长的周礼负

心里有本账。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制的巡

护图，上面详细标注了险情点位。他借

助防汛期间设立的岗哨亭，细致观察江

岸有无破坏等现象。“现在虽不是汛期，

但江岸的治理一刻不能放松。”对于以往

易发崩岸的 500 余米路段，他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每天都要巡回查看沙袋、桩

体是否牢固。长此以往，岸边的居民都

记住了这位“长江哨兵”熟悉的面孔。在

周礼负的带动下，30 余名民兵先后加入

堤岸巡护队伍。

同饮一江水，共护长江美。为了保

护长江，曾经世代在长江鄱阳湖沿岸以

捕鱼为生的渔民，从“靠江吃江”到“靠江

护江”，放下渔网加入民兵队伍，从昔日

的捕鱼人成为“长江守护人”。

“守护长江，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 这 些 年 ，长 江 九 江 段 不 仅 鱼 群 数

量多了，还有不少珍稀物种出现。”谈及

长江岸线治理的变化，湖口县长江鄱阳

湖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南北港江豚

暂养基地民兵殷晓峰告诉记者，现在乘

船 入 江 ，能 经 常 看 到 大 鱼 跃 出 水 面 的

画面。

这样的热闹场景，从小在长江岸边

长大的殷晓峰，已经有很久没见过。殷

晓峰是湖口县的渔民。2019 年，湖口县

在江西省率先实施长江禁渔后，他“洗脚

上岸”，从事渔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但在生态方面也付出了代

价。“眼看着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我心

里也不是滋味。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

不轻。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

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经过一番

思想交锋，殷晓峰不仅带头上了岸，还主

动向其他渔民宣传禁渔政策。之后，他积

极参与到水生生物保护工作中，成为民兵

江豚巡护志愿队的成员。

今年 2 月，受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

影响，两头长江江豚被困鄱阳湖松门山

水域。正在巡护的殷晓峰和队友一道，

协助相关部门将其转运到暂养水域。

江豚暂养水域连接长江，水位升高

时，岸边和长江里漂浮的垃圾杂物进入

水 域 ，民 兵 江 豚 巡 护 队 便 开 始 忙 碌 起

来。“每天清晨我们准时集合，分组作业，

进行水上乘船和岸边步行巡查，清理垃

圾杂物，为江豚营造安全的生存环境。”

巡护之余，殷晓峰还和队员大力普及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知识。

“ 分 类 施 策 ，让 母 亲 河 永 葆 生 机 活

力。”九江军分区领导介绍，近年来，军分

区按照因地制宜、建绿养绿、长效监管的

要求，组织民兵参与污水治理、河道清淤、

河流清漂、岸线复绿等工作中，让一江清

水逐渐呈现一江碧水。在军地共同努力

下，长江生态得到明显改善，水生生物的

数量尤其是江豚的数量明显增多。

“花开岸边、清水如蓝、鱼翔浅底……”

长江九江瑞昌段上接洞庭湖，下连鄱阳

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让

这里成为长江鱼类种质“基因库”。为保

护鱼类繁殖，靠水吃水的瑞昌人自发加

入长江岸线生态保护队伍。

丰文欢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的

民兵，他和队员们常年在长江沿岸开展

植树造林、树木养护、草地整修等志愿服

务。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公职人员、企

业职工等近千人加入其中，在江边栽种

9000 余棵杨柳、100 余万株芦苇，新增复

绿面积 2000 余亩。

“现在码头清理整治了，岸线植被修

复了，前来观看江豚的人也更多了。”站

在长江堤岸，丰文欢看着一眼望不到头

的绿色植被，望着逐浪戏水的鱼儿，眼里

满是喜悦。

“分类施策，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江西省永修县民兵候鸟巡护

队巡护员救治候鸟。 袁 志摄

江西省湖口县民兵江豚巡护

队巡护员喂养江豚。 郑飞华摄

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永

修县吴城镇境内候鸟翱翔。 王小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