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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迁徙是鸟类遵循大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生存本能反应。迁徙同样也是一段危险

的旅程，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如候鸟越冬和中途停留地点的丧失可能会对鸟类的迁

徙生存机率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投喂迁徙鸟类”现象出发，在对分析投喂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鸟儿并不具备判断环境“好”或“坏”的

能力，它们只关心：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二）大规模投喂不仅直接增加了人类与野

生动物的接触，还间接提高了人兽共染病的传播风险；（三）大规模投喂行为严重破

坏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对“绿水青山”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最终，呼

吁共同关注并纠正这一重大问题，共同努力来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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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迁徙候鸟实施投喂，这种行为

是否真的有益于它们和我们？在追

求生态文明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重

新考虑这种看似“善意”的举动？

近日，有新朋友发来一个视频，

大意是：介绍某地“生态好”，迁徙

鸟类逐年迅速增加，景色优美、壮观，

游客如织。视频中展示了一些“热心

爱鸟人”为鸟儿准备了大量食物。

看后夜不能寐，遂拟此文，重申：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建议立即纠

正。

首先，一些商家、公园、地方政

府愿意投喂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

利益的驱动。商家通过投喂鸟类可以

售卖相关商品，增加盈利；公园则通

过投喂吸引游客，获取各种综合收益；

而地方政府的谬论则是“环境好不好，

鸟儿知道”。然而，这些看似有利的

举措实际上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鸟儿并不具备判断环境

“好”或“坏”的能力，它们只关心：

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有的鸟类甚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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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肉为食，对于它们而言，环境的好

坏并非食物来源的主要考量。

其次，大规模投喂不仅直接增加

了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还间接提

高了人兽共染病的风险，例如禽流感。

这种危险不仅对动物造成威胁，也对

人类构成潜在风险，也可能引发下一

次“新冠”式的疫情。

第三，大规模投喂行为严重破坏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

对“绿水青山”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保 护 绿 水 青 山 中 的 “ 保 护

（conservation）”真正的本意是什

么？第一，应该减少人为的干扰，第

二，恢复自然，第三，给自然以休养

生息的空间。包括人们不要那么拼命

地去观鸟，不要那么拼命地去搞生态

摄影，尽量给自然以宁静，远离人为

的干扰，等等。

鸟类因季节自然的变化而导致

的迁徙，我们不要通过过度投喂而达

到让那些珍稀鸟类留下来、彰显好生

态的目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对自

然迁徙的一种干扰。

呼吁大家共同关注并纠正这一

愈发严重的过度投喂问题。与此同时，

也请中央环保督查关注此事。此前，

中央环保督查曾对缺水城市建水景

观问题的进行督查关切。这两个问题

虽然表面上看似不同，但本质上是完

全一样的，都是何为真正保护、何为

真正生态的问题，也都是需要我们共

同努力来应对，并实现保护环境，维

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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