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徐 建 阮孟玥

池州位于候鸟的迁飞路线上。候鸟迁徙越冬

的部分轨迹与九华特高压重要输电通道重叠。每

年 10月至次年 3月，一批批南迁候鸟都会飞越池州

境内的这些铁塔银线。

为保护电网设备以及在电网设备上栖息、筑

巢的鸟类安全，“鸟线和谐·筑梦家园”护线爱鸟志

愿服务项目通过建立“爱护、救护、巡护、守护”的

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开展科普宣讲 120 多场次，成

功救护野生鸟类 132只。

从“护线”到“护鸟”

“小天鹅幼鸟的嘴巴是粉红色的，身上羽毛是

灰色的……”近日，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项目负责

人、池州市野生鸟类保护志愿者汪湜对各种鸟的

习性、特点如数家珍。

今年 57 岁的汪湜是国网池州供电公司的一

名一线工人，因爱好摄影与鸟结缘后，有了个新

身份——“护鸟人”。

“池州湿地资源丰富，又处在候鸟迁徙的‘重

要驿站’，每年都有大量候鸟在输电线路附近活

动。”汪湜告诉记者，“许多鸟喜欢在电力铁塔或

者变电站的各类设备上筑巢，可能造成电力线路

故障。”

过去，电力工人在巡线中发现鸟类在铁塔上

筑巢，一般会直接拆除。2015 年，电力一线员工徐

贵东眼见升金湖畔一处电力杆塔上的鸟巢被捣

毁，地上 4 只羽翼未丰的雏鸟嗷嗷待哺。天空中盘

旋的两只大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像是在哭诉失

去心爱的孩子，这让平时喜欢小动物的徐贵东深

感不安。

“鸟类与电网线路的矛盾其实一直都有，以前

以护线为唯一目的，现在我们既要护线，也要爱

鸟。”徐贵东说。

2016年 3月，在汪湜、徐贵东等爱鸟员工的努力

下，肩负“鸟线和谐·筑梦家园”使命的护线爱鸟志

愿服务队成立，正式启动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项目。

他们通过搭建人工鸟巢、定点补饲等方式，引

导鸟类不飞到电网设备。“我们为在人工鸟巢栖息

的鸟类设置标牌，包括保护级别、筑巢时间、产卵

数量等。”汪湜说。

该项目依托志愿服务队，探索“鸟线双护”新

途径，改变以往解决“鸟线矛盾”的思维方法，用

“防、护、引、改”代替“驱、捣、移、捕”，同时，通过打

造护线爱鸟创新工作站，开展爱鸟护鸟科普知识

宣传、受伤受困鸟类专业救护、候鸟南迁北归联合

巡护、线路设备鸟巢爱心守护等活动，形成“爱护、

救护、巡护、守护”的工作体系。

“这里鸟儿多，你们如果发现没见过的鸟类一定

要及时通知我们。”在对特高压重要输电通道进行鸟线

“双通道”巡护时，志愿者们常常特意叮嘱附近村民。

去年，一只白琵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池

州市贵池区马衙街道丰收圩某鱼塘附近受伤。志

愿服务队赶到现场时，鱼塘负责人方志伟也参与

到救助白琵鹭的行动中来。“为保护鸟类，我把鱼

塘防鸟网全下掉了，每次我喂食时都有很多鸟儿

来吃。”共同救治白琵鹭成功后，方志伟成了“护线

爱鸟”志愿服务队的第 61名志愿者。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一只白头鹤幼鸟在飞往越

冬地升金湖时，与其“父母”走失。白头鹤是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队联合当

地林业部门、村民委员会等，对这只落单小白头鹤

进行就地保护，并持续关注它越冬栖息状态，在不

干扰它正常觅食、玩耍的前提下，悄悄监测着其生

存状态，并在过年期间给予了适度补饲。第二年 4

月，这只小白头鹤顺利北迁。

“电网设备上的鸟巢从捣毁到呵护，线路上栖

息的鸟类从驱离到共生，护线的同时护鸟已成为

我们工作常态。”徐贵东说。随着志愿服务队的力

量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在为保护鸟类和

珍禽栖息地出力。

从月亮湖到“天鹅湖”

自 2014 年野生小天鹅在池州市主城区月亮湖

湿地区域现身后的连续几年内，月亮湖迎来越来越

多的小天鹅栖息越冬。“在主城区有野生小天鹅栖

息，这样的城市在全国都不多见。”汪湜说，但他的

担忧也来了。月亮湖湿地夹在城市中间，常有人打

捞芡实与小天鹅争夺“口粮”，还有人放置捕鸟网，

这些行为给小天鹅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威胁。

要想留住月亮湖区域的小天鹅，就得为小天

鹅们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栖息环境。汪湜和志愿

者们对月亮湖周边道路的 10 千伏架空线路全部进

行电缆入地改造。在他们的建议下，湿地公园管

理处在月亮湖区域增设 6000 米安全围栏，并安排

20 多名专业执法人员 24 小时进行巡护。2022 年，

有 600 余只小天鹅降临月亮湖湿地过冬，月亮湖成

为名副其实的“天鹅湖”。

为守护好鸟类家园，“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队

将电网设备运维工作与鸟类保护结合起来。“对

110 千伏齐山变电站内的地面做了硬化并在站外

做好绿化建设，还对筑巢区域进行针对性保护。”

志愿者彭永进介绍，2022 年，他们将齐山变电站打

造成全国首个护线爱鸟示范变电站。

他们还在电力线路附近加装护鸟挡板、人工

鸟巢、仿真护鸟预警等装置。在齐山变电站有一

只仿真鹰，每当有鸟类飞近，仿真鹰就会扇动“翅

膀”，发出类似老鹰的鸣叫。“一般的鸟都害怕猛

禽。仿真鹰加装了红外感应相机，能识别温度异

常和画面变化，并发出猛禽的鸣叫声，从而让鸟类

远离变电站。”该装置发明者王国强介绍。

该“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队积极探索技术创新，

获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2016 年至

2021 年，池州市涉鸟停电故障分别为 15 起、11 起、8

起、4起、2起、0起，逐步实现“鸟线双护”的目标。

从“守护”到“传播”

“如果鸟类不断灭绝，就意味着我们的后辈只

能从图片上知晓它们，甚至根本无从得知地球上

还有过这么多鸟类朋友。”在爱鸟、护鸟的路上，汪

湜他们决定向更多人科普鸟类知识，吸引更多力

量来保护好野生鸟类资源。于是，除了日常的保

护工作，汪湜他们还进社区、进学校，进行鸟类科

普宣传。

为讲好鸟类故事，汪湜利用假期跑遍了大半个

中国，拍摄各种鸟类照片，为鸟类科普收集素材。

“鸟是非常警觉的动物，很多时候，拍一张照片需要

蹲点好久。”汪湜说，他蹲守时间最长达到 13 小时，

当时是去往长白山探访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地。

此外，护线爱鸟志愿者服务队还创新科普方

式。2022 年，他们走进月亮湖湿地的中心区域，

安装了太阳能高清视频监控装置。从此，居民们

可以通过线上“慢直播”近距离了解小天鹅等野

生鸟类。

“小天鹅一家像我们一家人一样，在月亮湖里

自由生活……”池州市人民路小学学生陈梓涵写

了一篇关于小天鹅的作文。这是该校老师布置的

作业，让学生们在观看月亮湖慢直播野生小天鹅

生活的画面后写下感想。

迄今，该志愿服务队与黑龙江、天津等全国各

地爱鸟组织联合开展科普志愿服务交流逾百场次，

受众超 25万人，对池州全市 261所中小学、12.8万名

学生实现爱鸟科普全覆盖。2022 年 11 月，池州市

“鸟线和谐·筑梦家园”护线爱鸟志愿服务项目获得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被评为

2022年 11月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 人 们 对 鸟 类 保 护 的 意 识 在 增 强 。 现 在 如

果有小孩用东西打鸟、乱喂食，家长们几乎都会

制 止 ，并 告 诫 孩 子 这 样 做 是 不 对 的 。”彭 永 进 告

诉记者。

如今，每到候鸟来临的季节，在池州的大小湿

地，可见越冬候鸟陆续抵达。白鹤、小天鹅等众鸟

翔集，时而在水面上嬉戏觅食，时而迎着阳光优雅

展翅。它们此起彼伏的鸣叫声和振翅声，让静谧

的冬日变得热闹起来。春回大地，随着气温升高，

它们纷纷吹响“集结号”，在湿地上空盘旋飞舞着

等待北迁，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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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睡眠

◀ 3 月 21 日是世界睡眠日。3

月 20 日，桐城市龙眠街道东盛村

组织医护人员走进辖区幼儿园，

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学习正确的睡

眠姿势。

本报通讯员 黄有安 汪久玲 摄

净水实验
▶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3 月 20 日，在合肥市南淝

河岸边，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合肥市四河

小学红领巾校外辅导员杨策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净水实验课。 本报通讯员 葛传红 摄

·人间真情·

■ 徐 海

近日，“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揭晓，

集体奖花落 13 位“银发知播”。他们平均年

龄 77 岁，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打破了传授知

识的时空边界。

短视频和直播是新兴事物。这些“银发知

播”未被数字鸿沟吓退，而是主动拥抱新技术，

为知识传播插上互联网的翅膀。88岁的探月

工程老专家欧阳自远讲航天和探月的视频合

集在平台的播放量达到 2.3亿，成为最受欢迎

的科普合集之一。“银发知播”群体通过“知识+

短视频”这种新潮的方式，把经验和知识播撒

到更广阔的天地，也为更多老人树立了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的榜样。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褚君浩在向观众介绍“气象卫星通过红

外光线对大气做‘CT’扫描”的同时，以非

常 贴 近 日 常 生 活 的 场 景 解 说 红 外 光 的 应

用，让人倍感亲切；“科学姥姥”吴於人和 10

多名博士生在网上科普物理常识、演示趣

味物理实验，并结合热门话题进行物理科

普。“银发知播”群体凭借扎实的功底和丰

富的阅历，把晦涩的学术内容讲得有趣、接

地气，使得一堂堂“网络课”既有知识性，又

有趣味性。

积极的探索，热情的奉献。有着 50 年

教龄的语文教师杨维云在直播间里，教会了

数万名成年人拼音和汉字，让自己老有所

值；“海洋科普老顽童”汪品先教授在与观众

的互动中，感到满足；山东 82 岁退休电工教

师王广杰，两年时间里共制作了 2000 多条

短视频，每堂教授电工知识的课吸引数十万

人学习。“银发知播”播下知识种子，感动我

们的是那旺盛的生命热情。

在直播间外，有更多的老年人同样在积

极拥抱时代变化，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着

自己的光和热。他们是博物馆里的义务讲

解员，是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志愿者，是闪耀

乡村课堂的“银龄”教师，是做好事不留名的

热心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让更多“银发知播”发挥光和热

■ 本报记者 朱 茜

“目前，公司有退役军人员工 12 名，占

员工总数的 33.3%。我们坚持吸收更多退

役军人，使公司发展和践行社会责任并举，

不断将优秀新能源产品贡献社会！”近日，淮

南市强军锂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修

玉动情地说，公司带动了淮南周边地区多家

配套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配套产业链。

今 年 47 岁 的 魏 修 玉 是 一 名 退 役 军

人。2016 年 12 月，魏修玉脱下了心爱的军

装。按照军队转业干部的政策，他转业后

的安置是不用愁的，他却依然选择了自主

创业这条路。

魏修玉创建了淮南市强军锂电池科技

有限公司，专门研发锂电池 PACK 生产。锂

电池产品对他来说是一件新生事物，没有援

手、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无论是产品的研发

还是生产都成了一大难题。他常说，“不会

做就学，做不好就重来，军人的本色始终不

能丢。”

为更好地探索市场需求，魏修玉多次

带领技术团队前往深圳锂电池厂家学习，

并加强与专业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又高薪

聘请锂电专家到公司，大大提高了公司研

发与生产能力。

在公司的研发过程中，该公司的产品和

服务不断适应市场需求，以良好的信誉和可

靠的质量赢得了客户和社会的好评。魏修

玉也收获了“首批安徽省退役军人创业之

星”的荣誉。

魏修玉热衷公益活动。他为凤台第一

中学捐赠广场高杆灯，价值 10 万元；建设并

投入使用光储充一体化停车棚 2 座，约 24 万

元；免费为凤台县第一中学、稻香花园小区

建设光储充一体化停车棚 5 座，约 20 万元。

在洪水灾难面前，他先后 3 次带领“抗洪突

击队”参加抗洪抢险任务。

魏修玉：永远不丢军人本色

■ 本报通讯员 陈玉琴

3 月 16 日，淮南市红十字会迎来两位遗

体角膜捐献登记者。

今年 68 岁的赵大爷是位退休教师，身

患多种慢性病，目前正在化疗中。在治疗过

程中，一位医生向他介绍了遗体角膜捐献对

他人、社会和医学教研的重大意义，打动了

他。他深思熟虑，觉得人生最后还能奉献社

会很有意义，在征得家人的支持后，不顾腿

脚不便亲自来到市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角

膜捐献登记手续，了却了心愿。

而另一位登记者是个年轻人。活泼开

朗的她毫不避讳地自我介绍，她叫常伟利，

是医学专业出身，在学医时就深知人体解剖

和人体标本对于医学教学的重要性。当时

她还有疑问，不知道这些宝贵的标本是从哪

里来的。后来爱看书学习的她渐渐了解到

这些医学标本来自于一位位被称为“大体老

师”的遗体捐献志愿者的无私捐献，从此她

便有了自己也要成为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

的想法。尤其是经历了祖父离世，她更感受

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于是来到市红十字

会，办理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手续。

“昨天刚献完血，今天又办理了遗体角

膜捐献登记手续，感觉为他人作出了贡献，

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这种感觉真好！”这

位令人尊敬的姑娘开心地说。

一老一青同日办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

■ 本报通讯员 李 鹏

“妈妈，为了我，这么多年您操碎了心。

这是我把多年来的压岁钱、零花钱攒在一

起，给您买的项链。提前祝您生日快乐。”前

不久，萧县黄口镇张六集村 16 岁的马精精

深情地对母亲程红霞说。

程 红 霞 泪 流 满 面 ，一 把 抱 住 懂 事 的

孩 子 。 程 红 霞 怀 里 的 孩 子 是 丈 夫 前 妻

所 生 。

今年 43 岁的程红霞，2011 年与萧县黄

口镇张六集村退伍军人马武义结婚。

婚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程红霞就在

家操持着家务，白天下地干活，早晚照顾婆

婆和丈夫与前妻的 4 岁女儿马精精。晚上，

她搂着小精精睡觉。

2015 年 5月 25日下午，女儿在上学途中

出了车祸。程红霞带着重伤的女儿坐上急

救 车 直 奔 徐 州 一 家 医 院 。 医 疗 费 要 付 21

万元，肇事者一时拿不出。这笔钱对家贫的

程红霞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她立即用手

机告诉娘家帮助筹钱。她说，只要能治好女

儿的伤，花再多的钱，她都认了。

女儿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她全身是伤，

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程红霞不分白天

黑夜，每半小时为女儿换一次药，每天休息

时间不到 4小时。

出院回家后，程红霞每天给女儿按摩，

准备她喜欢的食物，陪她读书、写字、画画。

在萧县残联的帮助下，程红霞定期陪女儿到

皖北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后来又送女儿到

安徽特殊教育中专学校就读 5 年。如今，回

到黄口中学读书已 2 年的小精精，每次考试

成绩在班级里都名列前茅。

婆婆身患腿疾，行动不便。为了照顾好

她，程红霞 10 多年如一日坚持睡前给她打

洗脚水，给她按摩。

2014 年，程红霞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7 年，程红霞参加了镇里举办的

养殖和种植培训班，随后她与公婆一起养羊

养鸡，在 10 亩承包地上种上西瓜，又租了别

人 10 亩地栽种桃树。第二年她就甩掉了穷

帽，走上了致富路。

2018 年 ，程 红 霞 担 任 了 村 扶 贫 小 组

长。从此，她一心扑在乡亲们脱贫致富上。

本村残疾人孙德理，爱人常年患病，是村里

的贫困户。程红霞指导他家养牛，并为其申

请小额贷款。孙德理不仅脱了贫，还成了村

里的富裕户。程红霞还参加了黄口应急救

援队，从事志愿服务活动。去年，程红霞家

被评为省五好家庭。

相亲相爱一家人

·百姓纪事·

·人与自然·

鸟类在电网设备上栖息鸟类在电网设备上栖息、、筑巢筑巢，，容易引发电网容易引发电网故障故障，，还还

会造成鸟类致命伤害会造成鸟类致命伤害。。池州市池州市““鸟线和谐鸟线和谐··筑梦家园筑梦家园””护线护线

爱鸟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建立爱鸟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建立““鸟线双安全鸟线双安全””联防联控工作机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制，，开展科普宣讲开展科普宣讲 120120多场次多场次，，成功救护野生鸟类成功救护野生鸟类 132132只只，，被被

评为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评为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型——

情系候鸟的巡线员情系候鸟的巡线员

志 愿 者 在 变志 愿 者 在 变

电 站 周 边 的 树 上电 站 周 边 的 树 上

放置人工鸟巢放置人工鸟巢、、投投

食 器 及 喂 水 器食 器 及 喂 水 器 。。

彭永进彭永进 摄摄

月亮湖里的小天鹅月亮湖里的小天鹅。。

丁永清丁永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