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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城”：悬在三门峡黄河湿地上的问号
2月2日是第13个世界湿地日。
湿地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它

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誉
为“地球之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的10月至翌年3
月，成千上万只白天鹅就像约定好了似的，从
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迁徙到我省最大的湿
地——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越冬，为冬日寂寥
的黄河增添了一道动人的风景。

大批白天鹅的到来，吸引了无数的眼球，
为三门峡市赢得了“天鹅之城”的美誉，使当地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日俱增。

然而，2007 年冬季至今，慕名前来观赏白
天鹅的人们发现，与往年相比，三门峡黄河湿
地的白天鹅明显地减少了。这种情况不免让
人担忧：来到三门峡的白天鹅为什么变少了
呢？“天鹅之城”的“城市名片”还能保持下去
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白天鹅钟爱三门峡

上个世纪60年代，“万里黄河第一坝”——
三门峡黄河大坝建成蓄水，黄河三门峡库区形
成了面积达 275公里的湿地，成为我省最大的
一块湿地。

湿地是动物们的乐园，三门峡市野生动物
救护站站长高如意介绍说，三门峡黄河湿地滩
地宽阔，水草丰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白
天鹅、灰鹤、鸬鹚、红嘴鸥等几十种珍禽来此越
冬觅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白天鹅了。

白天鹅来到三门峡越冬，始于上个世纪70
年代，那时每年仅有几十只，还不时被人捕杀。

随着当地对鸟类保护力度的加大，20世纪
80 年代，三门峡人发现，每年 10 月下旬开始，
飞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越来越多。最多时，
白天鹅达上万只，远远望去，黄河湿地上白茫
茫一片，蔚为壮观。

提起白天鹅，人们就会想起著名的交响乐
《天鹅湖》。白天鹅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至
情之鸟，它们大多成双配对出行，洁白如天使、
优雅若精灵，婀娜多姿，深受大众喜爱。

这些白色精灵的到来，使当地人享受到了
在其他城市享受不到的欢乐。每年冬季，在三
门峡黄河湿地的蓝天碧水下，成群的白天鹅或
悠闲踱步，或嬉戏觅食，体态优雅，叫声悦耳，
天南地北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纷纷慕名前来，
观赏这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情景。冬
天到黄河湿地看天鹅，已成为三门峡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白天鹅来到三门峡一住就是 5 个多月，第
二年三月份，天气渐渐暖和了，生性喜冷的白
天鹅又离开三门峡，飞到寒冷的俄罗斯西伯利
亚进行繁殖。

三门峡黄河湿地为何备受白天鹅青睐
呢？高如意分析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40多
年来，在三门峡形成了独特的库区型气候。这
里的浅水和沼泽地带有大量的植物根茎、草籽
和鱼虾，还有沿岸农民秋收落下的大豆、花生、
玉米粒等，为候鸟提供了食物来源。清澈的水
面、广阔的水域和丰富的饵料，为鸟类提供了
适宜的生存环境，使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候鸟
迁徙、越冬的天堂。

三门峡为白天鹅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年年如约而至的白天鹅，也成了外界的人们了
解三门峡的一张“城市名片”。

湿地如今少见“故友”来

2005年冬季，部分白天鹅飞进紧邻三门峡
市区的青龙坝库区栖息，这种情景令当地市民
惊喜异常：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白天鹅，
天鹅离三门峡人越来越近了！

白天鹅恋上三门峡黄河湿地，成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有力见证。

然而，2007年入冬之后，人们却发现，如今来
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比往年明显地减少了。

在三门峡市区西部，有两个连在一起、水
面达几千亩的人工湖，多年来，有数千只白天
鹅来到湖中越冬，因此，三门峡人称其为“天鹅
湖”。记者请当地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作向导，
来到天鹅湖边，却发现，这个曾经留下了成群
结队的白天鹅倩影的地方，眼下能见到的白天
鹅寥寥无几。

三门峡湖滨区王官黄河湿地河面宽达几公
里，野生植物种类繁多，乔木、灌木连成一片，是
数年来白天鹅、野鸭等候鸟越冬的主要栖息地之

一。在这里，记者驻足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也只
看到几十只白天鹅。王师傅告诉记者，往年来到
这里越冬的白天鹅，有数百乃至上千只。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到失望。
现在，来到三门峡的白天鹅为什么越来越

少呢？经常到黄河湿地观赏白天鹅的当地鸟
类爱好者张为民认为，三门峡黄河湿地沿河两
岸过去是白天鹅的主要栖息越冬地，近年来，
河岸边新建的渡口、道路、工厂、煤场越来越
多，像陕县七里河湾，就有沿黄公路和310国道
穿过河岸，人流和运煤、拉货的汽车往来不断，
产生的噪声、污水、烟尘破坏了昔日的生态环
境，使生性胆小怕人的白天鹅受到了惊吓，所
以，这些地方就很难见到白天鹅了。

天鹅聚集的地方多是滩涂、农田或树林边
缘地带。陕县桥头河段原本是大群白天鹅的
越冬地，现在，这里的天鹅数量大减。三门峡
林业部门观察发现，以前，这里的大片滩地上
种的都是农作物，农民收获后撒落的大量作物
种子，成为白天鹅的好饵料，现在滩地上则栽
满了速生杨树林，不但使天鹅的饵料大量减
少，密集的树林也造成了白天鹅的不安全感，
迫使它另寻越冬地。

白天鹅离开以往的栖息越冬区，这种现象
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减少人类对湿地
环境的破坏和对白天鹅生存空间的干扰，才能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天鹅城”的美誉能保持多久

每年冬季，白天鹅不断从城市上空飞过，
在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有这般景致的城市，
这让三门峡人很是引以为荣！

三门峡市民已与白天鹅友好相处了 20 多
年，如今，有人却发出这样的疑问：“天鹅之城”
的美誉还能保持下去吗？

在网上，当地网友纷纷发帖子，表达了对
最近来到三门峡黄河湿地的白天鹅数量减少
的担忧，提议“尽自己的努力去关注这些动
物”，“在天鹅湖附近做些活动”，“组织志愿者
去引导游客”……

当地湿地保护专家、三门峡黄河湿地管理
处副主任李树拉认为，眼下，来到三门峡的白
天鹅只是略有减少，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往年
白天鹅很少光顾、人迹罕至的三门峡黄河湿地
其他地段，栖息的白天鹅明显增多。

今年1月19日，河南省著名鸟类专家王文
林教授来到三门峡黄河湿地展开了为期3天的
鸟类资源调查。

在该市，王教授观测到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35 种，二级保护鸟类 3 种，还观测到全球性易
危物种花脸鸭 120余只，花脸鸭的种群数量近
年来急剧下降，该物种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名录》。调查结束后，王文林教授极
为感慨地说，三门峡黄河湿地拥有大批稀有鸟
类资源，是真正的鸟类乐园。

2007年年末，三门峡黄河湿地湖滨区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十余只脖子上挂红
环的白天鹅。经全国鸟类环保中心确认，系蒙
古环志白天鹅，这是我省首次发现蒙古国环志
白天鹅。近日，工作人员在三门峡黄河湿地再
次观测到带有蒙古国环志的白天鹅12只。

李树拉说，近年来，来三门峡黄河湿地越
冬的候鸟种类不断增加，今年还首次迎来了对
生存环境要求很高的红嘴鸥，灰鹤、鸳鸯等候
鸟的数量也比往年增加了许多。这一发现使
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将生态环境保护好，“天
鹅之城”就会对白天鹅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豫晋携手呵护天鹅

来到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数量锐减，这一
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多年来，上到三门峡市党政官员，下到普通百
姓，人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对白天鹅爱护备至。

今年 1 月 7 日，三门峡烟草专卖局的 40 余
名职工来到黄河湿地，将带来的玉米抛撒到白
天鹅经常活动的水域。在每年冬季三九严寒
之时，草根等植物被冰冻的河面覆盖，白天鹅
觅食困难，当地人主动将大豆、玉米等撒向黄
河滩涂，帮助白天鹅安全过冬。给白天鹅送食
饵是该市保护白天鹅的措施之一，参与者有党
政官员，有企业职工，也有普通市民。

为了将三门峡打造成为白天鹅的温馨家
园，三门峡市从不吝啬投入。到了白天鹅越冬

季节，水利警察的摩托艇、市公安局的警用直
升机组成了“海陆空”立体防护网络，每天都会
对三门峡黄河湿地进行巡逻监控，发现异常情
况随时处置，对人无法到达的白天鹅栖息地定
期播撒食物，保证白天鹅不出现食物匮乏现
象，保证受伤的白天鹅得到及时救治。

在三门峡黄河湿地，记者看到有许多警示
标志和隔离带，警示人们不要破坏湿地生态环
境。三门峡人不但给白天鹅划地盘，建监测
站，还为它们“站岗放哨”。

53 岁的姚建刚是三门峡陕县张湾乡桥头
村农民，为了呵护白天鹅，他把家搬到黄河岸
边，主动做白天鹅的义务巡护员。25 年过去
了，姚建刚救护过的白天鹅超过70只。像姚建
刚这样，居住在黄河边的当地群众，很多都成
了白天鹅的义务巡护员。

如今，保护白天鹅在三门峡已蔚然成风。
三门峡民营企业家吴启民还发起成立了三门
峡白天鹅保护协会，已发展会员 80多人，常年
开展保护白天鹅的民间活动。

近年来，三门峡市民先后从黄河滩上发现
了18只受伤的白天鹅，都主动送到了该市野生
动物救护站，该站站长高如意自豪地说：“我们
三门峡在宣传、保护白天鹅方面，可以说走在
了全国的前列！”

三门峡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一条省
界，将黄河湿地分为三门峡和山西运城市两地管
辖。保护白天鹅，还有一个两岸联动的难题。

在三门峡市的积极推动下，2008 年 11 月
27 日，三门峡、运城两市召开保护白天鹅联席
会议，对保护白天鹅达成共识。两地制订了

《白天鹅保护工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定每
年都按时召开两地野生动物保护联席会议，建
立密切沟通协作机制，为白天鹅在黄河湿地越
冬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两年出现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力
措施加以解决，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尊重大自
然，‘天鹅之城’的‘城市名片’就能保持下去，
大自然就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采访中，当地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

本报记者 余英茂

保增长也要有权力边界意识
成都、杭州等城市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被商

务部领导评价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采取的特殊
办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日前又传来消
息，杭州市正考虑从市领导工资福利中切出10%，
以消费券形式发放，此举还有可能推广到杭州市
所有公务员中。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政府应当有非常作为，
但并非意味着政府可以随意而为。权力是有边界
的，在拉动内需的作为上也当如此。如果说给弱
势人群发放消费券在权力边界之内，那么，以消费
券形式支付公务员工资福利则会带来越界之议。

获得以货币形式支付的报酬，自由支配劳动
报酬，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杭州市领导自己

“侵”自己的权，可视为权利的主动让度，推及所有
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是一种群体的倡议与响应，甚
至可以作为领导干部队伍内部的规约，但如果要
准备扩大到全体公务员，就会面临逻辑上的问题，
因为普通公务员是一种普通的工薪岗位，带有命
令性的工薪办法改变，可能损害其报酬权利。

权力边界意识淡漠，权力行使“过界”，这是我
们深感忧虑的。因为有良好愿望、初衷，权力“过
界”了却不自知，类似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一些地
方的高污染项目，在地方政府保增长的背景下得
以开工；一些扰民商业门点，据说可以增加就业，
被允许在居民区内扎根。还有地方政府公开主
张，“变通”执行有关劳动法条款。

我们致力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不是权益
之计，而是战略，是方向。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必须
与建设法治政府的大目标结合起来，政府应在法治
前提下作为，而不能越过法律许可的边界，不能因为
金融危机而获得“法外治权”。在法治与民主政治的
框架下，救市方案经过各方折冲，可以达成广泛共
识。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制衡权力、权衡
利弊的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

拉动内需，确保增长，是各级政府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是手段，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是我们的目
标，拉动消费，确保增长，应当与建设法治政府的
目标并行不悖，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在救市的背
景下，政府在积极作为的同时，仍然必须厘清政府
职能，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这里，有必要厘清“强势政府”这个概念。危
急关头，容易出现所谓强势政府，也有很多给强势
政府的掌声与喝彩。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强势
政府，从历史的选择和方向来看，遵循法治与民主
原则，在人民监督与制衡之下，同时仍有积极作为
的强势政府，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杨于泽

《不差钱》的价值因精英反对而凸显
春晚最乐得人仰马翻的节目，无疑是《不差钱》。评它为

春晚一等奖，实至名归。
有意思的是，大众极其喜爱的，偏偏有些精英忧心忡

忡。不是觉得小沈阳的表演有些俗，就是担心他的搞笑手
段就那几样而且重复使用，便如当年“红旗到底能够打多
久”一样，发出小沈阳到底能够红多久，能否取代赵本山诸
多具有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看杨禹的《魏老师，请您活在
生活里》(新京报2月10日)，方才知道一向支持新兴事物的
魏明伦兄也在向《不差钱》发出了质疑。而且，杨禹的文章
说得很清楚，这种质疑不过是新一轮的重复与轮回。

《不差钱》的价值与意义，便在这里，因有了反对，特别
是精英的反对，方才格外凸现出来了。

在我看来，《不差钱》一个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一统天
下具有不可动摇权威性的央视，放下了春晚一贯端着的架子，
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包容了《不差钱》和小沈阳、丫蛋儿这样来自
草根的艺术与演员；当然，其实也是和姜昆、黄宏等演员演出的
政治歌颂题材小品的一种平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昂
昂乎如庙堂之器哉的央视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这种突
破，不仅让小沈阳这样的俗演员和二人转这样的俗艺术，可以
堂皇地登堂入室，有了一席之地，具有俗对雅的冒犯与融合。

传统权威主流的艺术，从来具有引导作用，这样的作用
其一便是对俗的艺术的规避与规范，如果俗的前面再加一
个字：低或粗，便更成为这种规避与规范的肉中刺、刀下
鬼。特别是本来就属于俗的小品，便容易形成一种模式，便
是如姜昆黄宏式的，也便使得才华横溢的赵本山的小品的
路子越走越窄，以致最后瘦驴拉硬屎，痛苦不堪，让全国人
民心疼得慌。这次的《不差钱》是对以往赵式小品的突破，
它不再主题先行，不再山丹搭配，不再仅凭忽悠，而是以全
新的组合和全新的形式，演绎全新的内容，创造出具有自身
特点的欢笑，从中获得他们与我们亿万观众共同的快感。
这种欢笑与快感，是冒犯式的也是平衡下的欢笑与快感，冒
犯的是一些传统的权威与精英，平衡的结果是让春晚达到
高潮，全国人民尽情开怀。

《不差钱》另一点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不是如《我有点
晕》或《黄豆黄》之类的小品一样，只是浅表层的表现当下的
生活，如杨禹文章中所说的只是用一些小儿科的包袱和笑
料，而是触及生活真实的一部分，展示了演员真功夫的一部
分。尽管表现得匆促，而且“婉约”，只是点到为止，但草根
梦想进入艺术殿堂，底层百姓梦想进入城市生活新天地，所
蕴含的艰难和苦恼，以致不得不走后门套姥爷之类的关系，
甚至请客送礼等时下成风却见怪不怪的钱规则和潜规则，
都还是点到了生活的脉上和现实的腰眼上，让我们开怀，让
我们更加看不上那些隔靴搔痒甚至穿靴戴帽来附庸风雅和
追风赶潮的小品。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赵本山这次别开蹊径又
提携后人的新努力叫好和致敬呢？至于以后小沈阳会不会
有新的突破，我们更不必怀疑和忧心忡忡，赵本山每年春晚
的节目背后都有一个团队，有这样的后盾做支持，只要有新
的节目，还愁小沈阳没有新的发挥吗？ 肖复兴

别对劳动者权利进行“趁火打劫”
尽管我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已实施了一年，但对于大多数企事业单
位的员工来说，带薪休假仍是“空头支
票”，不要说没假休，就连假期工作应得
的3倍工资，也很难拿到手。为此，不管
是坊间还是网络，要求政府“强制实行带
薪休假”的呼声与日俱增。不过，刘涛、
鲁开垠等众多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了截
然不同的意见，建议在金融风暴影响的
这段时期内，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
假制度。（《新快报》2月12日）

虽然带薪休假对于很多人来说，仍
然是“空头支票”，但这并不能改变带薪
休假是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利，更不能
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就“暂停”法定的
权利，这一点首先要厘清。这些广东省
政协委员认为，“在金融危机之下，‘饭
碗’远比‘福利’要重要，员工暂时不应
过分要求强制实行带薪休假”——在我
看来，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

何谓“饭碗”？在现代文明的视野
下，劳动者的“饭碗”不仅是一种劳动岗
位，还包括因之而衍生的劳动者薪酬、
福利、劳动保护等各项职业权利。道理
很简单，劳动者在社会中生存，不仅要

“吃饭”，还需要各种福利和保障。所以
说，劳动者“饭碗”本身就涵盖了“带薪
休假”的权利，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将“饭碗”狭隘地界定为“基本生
存”和“基本生活费”，剥离出“带薪休
假”的劳动权利——其本质实际上是在
挤压劳动者权利。全球性金融海啸引
发的经济危机，对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影
响日渐扩大，首当其冲的便是企业。时
下，我们需要重树信心、共渡难关——
但“渡难关”就要以挤压劳动者权利为
代价吗？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不要说

“带薪假”，就连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都可
以大幅下降，甚至还可以“倡导”一部分
劳动者主动放弃工资来为企业减负。

近期，经济效益下滑、企业成本加
大，很多企业都理直气壮地以裁员作为
应对举措，我对此颇不以为然。国内劳
动力工资性支出在企业成本中占很小的
比重，远远低于“国际平均线”；而另一方
面，往往是只裁底层员工。试想，几十个
普通员工的工资加起来还比不上一个高
层管理人员的收入——这样的裁员能增
效吗？显然不能。同理，即便是劳动者
让出带薪休假的权利，对于企业应对危
机的作用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以为，“饭碗比福利重要”是种危
险逻辑。挤压劳动者权利应对经济危
机的口子坚决不能开，不能打着应对危
机的旗号，“瞄准”劳动者权利去大做文
章。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本来就处在弱
势地位的劳动者权利就会更加得不到
保障。不但不能开，还必须要警惕一些
无良的资本在经济危机中对劳动者权
利进行“趁火打劫”。 陈一舟

面对敲诈为何十个局长九个栽
去年 5 至 6 月，四川多个县、市

的18位正副局长，先后接到自称“杀
手”的敲诈电话：“你所得罪的人请
我来杀你，拿钱消灾，不然杀你全
家。”短短 1 个多月，17 位正副局长
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心态，先后向“杀手”指定的账号汇
去“消灾款”11 万余元。（2 月 12《华
西都市报》）

18位正副局长接到威胁敲诈电
话，竟有17位乖乖就范，向犯罪分子
汇款消灾，这事发生在21世纪当今建
设法治国家的社会里，听来不仅令人
震惊，更让人为其胆小怕事的猥琐行
为而感到汗颜。

胆小怕事，一接到“杀手”恐怖电
话，便闻风丧胆，失去了一个地方官员
为官的最基本胆略和气节，这样的人
为官，老百姓还怎么指望其为民主持
公道和伸张正义。这是在和平年代，
要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不是逃兵
也是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怕死鬼。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
个栽？说白了，就是一些太平官，树叶

子掉下都怕砸破头，一遇风吹草动，只
顾保全自身，什么人间是与非，什么正
义公道，什么要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
争，统统的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
个栽？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社会
治安不尽如人意，你想啊，一个个局长
面对敲诈，都连连装熊，那个地方的恶
势力犯罪还能不嚣张吗？老百姓还
能指望这些官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九
个栽？胆小怕事是其问题的表面，深
层次的是官员的法治观念淡漠。官
员花钱消灾，是做人道德的低下和法
理的沦丧，一个侵害到自身的违法犯
罪行为都不敢站出来依法维护，还怎
么指望为百姓守法护法。

面对威胁恐吓，为何十个局长
九个栽？它揭示了要建立一个法治
的社会，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是何
等的紧迫和重要。官员法治观念
差，遇到违法现象就躲、绕、避，是对
法治的亵渎，是对犯罪分子的屈服
和怂恿。 刘浩平

时政 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漫画：政协委员体验求职
2月9日，广东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

员会副主委鲁开垠第一次踏入招聘会现场。
虽然身为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手持博士
学历和教授职称等高级“硬件”，但鲁开垠求
职时依然连坐冷板凳。鲁开垠说：“我长期以
来都在高校和机关工作，养成了一种工作生
活无忧的心理，进入这样的环境，心里的确很
不是滋味。” 漫画/王启峰

白天鹅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 王永峰摄

三门峡市民给天鹅送食物 王永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