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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寻莺碧柳侧，冬日观鸭汝水

旁。青青荷塘消酷暑，瑟瑟秋风送大鵟。

四季追鸟苦亦乐，近鸟近心近自然。执着

一念十年满，欲辩得失已无言。”这是王大

庆对保护自然、保护鸟儿的肺腑之言，也

是他10多个寒暑间爱鸟护鸟的总结。

10多年前，汝州市地矿局来了一位新

同事。他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清瘦的脸

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脖子里总喜欢挂

着一架相机。

那天，我们一块下乡，干完工作时正

值中午，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大地，我们找

了一片树荫稍作休息。一转眼，不见了他

的踪影。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我们都担

心极了：“他初来乍到，别是迷路了吧？”

就在我们准备上山找他时，他满头大

汗地回来了，远远地举着相机高兴地喊

着：“今天拍到两只红颈苇鹀！”“啥？”我们

异口同声问他。“红颈苇鹀是一种珍贵的

鸟，截至目前我们河南还没有发现过呢！”

他兴奋地说。

一说起鸟儿，平时不善言谈的王大庆

一下子滔滔不绝起来。

原来，他从小在三门峡长大，对山、水、

湿地和鸟儿有着特殊的感情，其中最痴迷

的就是鸟儿。来到汝州以后，每到周末，旖

旎秀丽的汝河岸边，层峦叠翠的九峰山麓，

诗意缥缈的紫云湖畔，禅意深深的风穴古

刹，都是他扛着相机追鸟的地方。

有时，为了追拍到一种鸟儿，他周末

常常钻到芦苇丛中一等就是一整天，忘记

了吃饭，忘记了回家，忘记了自己。他的

妻子曾委屈地说：“你待鸟儿比儿子都亲，

你干脆和鸟儿生活吧！”他深情地对妻子

说：“我想用镜头中鸟儿的美、鸟儿的真

实、鸟儿的灵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鸟儿的

艰辛，知道鸟儿比人类更脆弱，更需要人

类的关爱和保护！保护环境，爱护鸟类，

就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

未来。为了寻找那心灵之翼，我愿做一个

孤独的行者，但我更希望在未来的路上不

再孤单。”一席话，感动的妻子也成了他的

铁杆粉丝。

近年来，随着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

的治理开发，这条从《诗经》里缓缓流淌千

年的河流越来越美丽，细软的沙，柔绵的

风，清澈的水，沁人心脾的花香和芬芳，摇

曳的芦苇，清幽的荷塘，汝河湿地公园成

了鸟儿的天堂，汝河的鸟儿越来越多。

那天周末，他又在汝河边追鸟。突

然，河面上飞来两只漂亮的鸟儿，一身鱼

鳞纹，一头飘逸的长发，橘红色的嘴、脚，

漂亮极了。他不假思索“咔嚓、咔嚓”连按

快门。没想到，他发现并抓拍到的竟然是

稀有鸟类“中华秋沙鸭”。这是一种有着

“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鸟儿，是第三纪冰川

期后留存下来的物种，距今已有 1000多

万年，是中国特产稀有珍贵的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被列入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

盟濒危鸟类红皮书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

会濒危鸟类名录，是与大熊猫、华南虎、滇

金丝猴齐名的国宝。

转眼间，王大庆观鸟拍鸟已经十几

年，在汝州记录的鸟儿超过 300种，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中华秋沙鸭、黑鹳、

东方白鹳、乌雕、黄胸鹀、青头潜鸭等，更

有红颈瓣蹼鹬、长嘴鹬、草地鹨、红颈苇

鹀、西方秧鸡等 5 种河南此前没有的鸟

类。他把拍到的鸟儿照片都配上文字介

绍，被汝州市林业局整理出版了《汝州鸟

类图册》。他拍摄的作品“汝州鸟儿”组照

获得汝州市建市 25 周年摄影大赛一等

奖。他也成了河南省野鸟协会的会员，越

来越多的志愿者在他的倡议下加入了爱

鸟的队伍。

这两年，汝州汝河国家湿地公园迎来

了又一位人类的好朋友——白天鹅。在

他的镜头下，微波粼粼的水面，缥缈的水

雾中，一只只白天鹅像一个个洁白的精

灵，正在嬉戏、游耍。它们一会儿向上直

插云霄，一会儿俯冲掠向湖面，一会儿悠

闲地静卧湖面，真是动如雄鹰展翅，静若

湖畔西施。圣洁优雅的白天鹅们，或跳着

美妙的水中芭蕾，或翱翔碧空高空巡视，

或悠闲嬉戏静卧水面，千姿百态，倩影绰

绰，犹如从天而降的天使，给人留下一幅

幅万物空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照片，

也给汝州的母亲河平添了冬日的浪漫和

温情，更让人们对汝州越来越好的生态环

境赞叹不已。

王大庆曾说：“期待不远的将来，汝州

也能成为像三门峡那样的天鹅之城。”

相信，正如他所言，在迈向自然资源

新时代的征程中，在生态自然保护环境的

道路上，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上，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保护环境，爱

护鸟类，鸟儿的天空将永远宁静开阔，我

们的大自然将越来越美丽。

牛犇牛气，大学毕业即就业。

参加“三支一扶”考试，牛犇笔试入围、

面试过关、政审通过，被分配到塔山乡政府

的农业服务中心支农。

同学们都羡慕牛犇运气好，出了大学门

就进了政府院，初日扶桑，前程可期。可是，

牛犇却躺在床上不起来，死活不愿去报到上

班，气的父亲吹胡子瞪眼，也无济于事。

牛犇不愿到塔山乡报到，原因在他已经

作古的爷爷。爷爷牛天顺，外号“牛大炮”，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曾任塔山人

民公社党委书记，纠正“五风”时被撸了官帽

子，还关进了大牢。牛犇上高中时有个同学

是尖山乡豹子沟村的，叫刘麦囤。麦囤的爷

爷叫刘连山，是牛犇爷爷的通讯员。

一天晚上，刘麦囤看牛犇不在宿舍，就

给同学们讲牛天顺的故事。牛天顺是一个

“土皇帝”，堕落腐败，贪图享乐。夏天让 4

个年轻俊俏的女人，轮流给他扇扇子，他还

说天热。有一年冬季的一天，吃腻了猪牛

羊肉的牛书记，突然提出要喝玉米糁煮油

菜根疙瘩稀饭。我爷爷跑到野地里，双手

扒开二尺多厚的积雪，刨出油菜根疙瘩，手

都冻坏了。公社机关只有一辆通信的自行

车，牛书记却霸占为自己的专车。每次出

门，都得让爷爷骑车驮着他。一次的雪天

出行，路面结冰，自行车翻了。从地上爬起

来的牛书记，狠狠地扇了爷爷一耳光，恶狠

狠地说：“你个小鳖孙，是想把‘党’摔死

哩！”……

麦囤正说到热闹处，一直在外偷听的牛

犇冲了进去，抓住麦囤的一条腿从上铺把他

拽下来，骑在身上挥拳就打。

为此，牛犇背了个处分。

王大庆，汝州市地矿局政工
科科长，先后从事文秘、宣传、矿
业权管理、党务等工作，爱好摄
影，是摄影圈有名的“爱鸟使者”。

王大庆 自然精灵的守护者
□孙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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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忠彦

牛犇是在老支书家吃的午饭和晚饭。

恩师的举荐，老支书向牛犇敞开了心肺：党的

扶贫政策好啊，到基层可要落到实处，可不敢

玩花架子，弄虚作假蒙骗上级验收过关呀！

牛犇听出老支书话里有话，再问他就转

移了话题。牛犇说：“爷爷不说透，俺也知晓

了。”

下午，牛犇走访中已得知杨旦养鳖的

事。为迎接贫困户脱贫验收过关，驻村工作

队帮杨旦家临时砌起了水池，从外村池塘养

鳖的专业户家买来几十只鳖。杨旦好吃懒

做，偷着炖吃老鳖，还偷偷卖鳖……

老支书深情看他一眼说：“知道就好，知

错就改！”

牛犇的心里“轰”的一声燃起了一股热

浪。

翌日上午，李主任押着杨旦，还有新买

的百十只鳖回来了。下午，村里召开了村组

干部和党员扩大会议，布置迎接县扶贫办检

查验收事项。最后让驻村干部牛犇讲话。

牛犇鼓足勇气说：“不是讲话，是向石梯

沟村的父老乡亲说几句大实话，也是心里

话。俺就是当年那个搞腐败的牛天顺书记

的亲孙子！不过大家放心，爷爷是爷爷，孙

子是孙子，绝不会房檐滴水照旧坑。牛犇铁

定要在石梯沟扎根，和大家贴心贴肺，同吃

同住同劳动，铁心支农是一个农家娃一辈子

的事。来塔山乡支农前，恩师说‘百姓心里

有杆秤，草民心中立通碑’。俺啥也不图，就

图像‘粪书记’、‘老师爷’、‘老师爹’他们那

样落个好口碑！”

人群中突然响起滚雷般的掌声……

牛犇上高中时的班主任马润田老师来

了，他是父亲搬来的救兵。

马老师马到成功，只和得意门生交流了

半点多钟，牛犇就有了笑脸，起床梳洗一毕，

吃了两大碗蒜汁捞面，背起行囊上班走了。

马老师让牛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不得而

知。

牛犇上班的第二天，就跟着乡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李正进驻石梯沟村扶贫。李主任

开着车和他拉家常，“你家是牛店镇的，又姓

牛，可认得老书记牛天顺，外号‘牛腐败！’”

“牛没二牛，都是同族本家，不过我们已

经出了五服，按辈分我叫他爷。我小时候见

过他，一个瘦小干巴的老头，其他印象不

深。”牛犇心里发慌，脑袋发蒙，脸皮发烧，喉

咙发紧，眼睛发虚，不敢正眼看主任，努力掩

饰自己的窘迫。

主任猴精，看一眼窘态百出的牛犇，忙

说：“其实，牛书记也不算什么腐败，就是杆

直筒子炮，口无遮拦，好讲阔气。不说了，不

说了——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

牛犇忍着胸口的隐痛，说：“主任但说无

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

这时主任的手机响了，是乡政府主管扶

贫工作的石副乡长打来的。石副乡长像吃

了枪药，手机里一番轰炸，主任的头就耷拉

下来了。

“杨旦你个鳖货，等我扭你回来看咋收

拾你！”主任一边驾车调头一边叱骂。

牛犇忙掏出一根香烟点上递给主任。

香烟顺气，主任平息了火气说，县扶贫办近

期下来检查，贫困户杨旦把扶贫项目中池养

老鳖捞出来赶集卖掉，幸亏发现得及时，要

不检查就抓瞎了。

牛犇突然想起恩师马老师的嘱托，就说

李主任，估计离村也不远了，让我下车走着

进村，熟悉熟悉村情，等您把杨旦接回来，就

把他家养鳖脱贫的事交给我，我大学学的就

是水产养殖专业。主任足足盯了他有一分

钟才说，徒步入村，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毛

遂自荐，勇挑重担，克难攻坚，中，中！然后

一踩油门跑走了。

牛犇沿着村村通道路入村了。老远就

看见一座三层的小楼，一串红色大字赫然入

目，“石梯沟村党群服务中心”。楼前有个小

广场，一群老人正在晒太阳。

牛犇一边打招呼一边让烟，有个老大爷

起身让座，牛犇就势坐在广场的水泥护墙

上，未及老人问他的来由，就做了自我介

绍。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大爷盯着他的娃娃

脸说：“你姓牛，是牛店镇人吧，和年青时的

‘牛大炮’——牛天顺书记长得真像！”

牛犇面红耳赤，嘴唇打着卷儿说：“我是

牛店镇人，牛天顺是我爷爷，不，不，是出了

五服的本家、本家爷爷……”

老大爷说入村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

外气话。我在村里干支书整整 35年，驻村

干部走个穿红的，来个挂绿的，啥样做派的

干部都见过。就说你本家爷爷牛天顺书记

吧，也是穷苦人出身，当农会主席时一马当

先，干工作从不含糊。后来当乡长、区长、公

社书记，被人捧得高了，尾巴就翘起来了，吃

香的喝辣的穿光的，讲排场比阔气，兴师动

众，一天比一天腐化，一天比一天霸道。公

社化的第二年冬季的一天，牛书记来我们村

检查工作，入村时要求红毯铺地，社员们口

喊“牛书记万岁”，夹道欢迎。山路上的积雪

扫干净了，为防滑入村口的主路上铺满荆

芭，上面铺上一层红地毯。地毯都是牛毛

毡，是从几个村中老人的床上揭下来的，临

时用红桃粉染红的……

牛犇听得心惊肉跳，恨不得变成一只蚂

蚁钻进地缝中。好在一个约七十岁的老奶

奶发话了，把话题转向一个外绰号叫“粪书

记”的身上，牛犇这才听得入心入耳。

“粪书记”姓白叫财发，因下乡路上拾

粪，拾满箩筐见粪堆就倒而得外绰号。书记

下乡挑着粪箩头，口袋里装个笔记本，走村

串巷，吃的是“百家饭”，管的是“千家事”。

那时候我想：当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同

父亲这些土里拔脚的农民没有什么特权，甚

至还吃亏。农民拾粪过秤交队里记工分，书

记拾的粪见粪堆就倒，连工分也没有，真是

傻子一个！

书记后来就到我们村驻村修梯田，一家

一家地轮着吃派饭。一天中午，书记轮到我

家吃饭。饭是糊涂面条。我顺手捞了一碗

稠的端给书记。书记接过看了看，又一声不

吭地走到厨房，把碗里的面条“扑通”一声倒

进了锅里，黏糊糊的饭溅到书记衣襟上几

滴，书记用大拇指甲一一地刮了，送进嘴里

吃了，这才拿起勺子在锅里搅了又搅，然后

盛了一碗糊涂饭走出厨房，走出院子，走到

人山人海的饭场上，像公爹他们一样蹲在地

上，“吸吸溜溜”地往嘴里扒饭……

牛犇正听得津津有味，手机叫唤起来

了，是马老师打来问候他的。牛犇说：“老

师，我今天入驻石梯沟村扶贫，眼下正和老

支书他们在一起拉呱哩。”马老师说你让老

支书接电话。老支书耳不聋眼不花，朗声笑

语和马老师通话。

“芝麻掉到针鼻儿里——巧极了！”老支

书把电话还给牛犇说。走两个姓马的，又来

个姓牛的，山里人就喜欢牛马精神的人，碓捶

捣磨扇——实打实。当年扫盲识字学文化，

马化育老师也就是马润田的老爹，把吃奶的

力气都用出来了。我原是个“睁眼瞎”，后来

能读书看报。马润田师范毕业后，马老师又

把儿子送到石梯沟村学校教书，一教就是十

年。马化育是俺石梯沟村的“老师爷”，马润

田是俺石梯沟村的“老师爹”，代代山里人都

不会忘记父子俩点拨开化的汗马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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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庆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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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腹啄木鸟-三有动物-拍摄于蟒川镇

斑姬啄木鸟-三有动物-拍摄于岘山

戴胜-三有动物-拍摄于北汝河湿地公园

雕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临汝镇

东方白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东方鸻-三有动物-拍摄于纸坊镇

黑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青头潜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云禅湖

寿带-三有动物-拍摄于马庙水库

中华秋沙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黑颈䴙䴘-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黄胸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蓝额红尾鸲-三有动物-拍摄于岘山

棉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拍摄于北汝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