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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1988年出生，大名班鼎盈。小樂，1990年出生，大名曾祥樂。
2012年，從小喜愛鳥類的小班從西南林業大學畢業回到盈江，已是

國內觀鳥界知名人士。而小樂大學畢業進入北京一家媒體供職，其間也迷
上了觀鳥。2014年，小樂受小班之邀赴盈江觀鳥，為豐富的鳥類資源所吸
引，辭職定居盈江。2015年，兩人共同發起成立盈江觀鳥協會，致力於鳥
類觀察和研究，並推動當地發展觀鳥旅遊。

引入觀鳥理念 村民得到實惠
觀鳥協會成立之初，鳥類資源調查是基礎工作。不時走村入山的小班與小
樂發現，石梯村靠山吃山，刀耕火種、狩獵捕鳥，不少山林被破壞，鳥類的
棲息地被蠶食，守着豐富的鳥類資源，村裏人的生活還是沒能好起來。
他們把觀鳥模式引入石梯村，動員村民改變生產生活方式，發展觀鳥旅

遊。小樂索性租下一座民房，改造後定居石梯村，做「鳥導」養家。抱着
「搞不成還能再窮到哪兒去」的心態，幾名年輕村民在小班、小樂的指導
下，針對一些珍稀獨特而行為規律的鳥類，在適宜地點建起了最方便觀察
拍攝的觀鳥點，通過適當投餵吸引鳥類，便於觀察拍攝，收取觀鳥客適當
費用。令他們興奮的是，村民蔡伍的觀鳥點建立不久，即發現了灰孔雀
雉，消息不脛而走，引來許多國內外觀鳥愛好者，為蔡伍帶來了不菲的收
益。「看到觀鳥收益遠超刀耕火種，不少村民參與了進來。」回憶該鳥點
建立時帶來的示範效應，小班至今仍難抑興奮、眉飛色舞。

有了觀鳥收益 保護生態動力更大
令小班與小樂興奮的，還有村民生態保護意識的覺醒。他們深知，村

民只有能夠從觀鳥旅遊中獲取收益，才有對森林與鳥類保護的動力，豐
富的鳥類資源才能可持續發展。他們除了幫助村民建立觀鳥點外，並開
展培訓，提升村民識別鳥類的能力，掌握不同鳥類的生活習性，通過帶
領觀鳥客觀鳥拍鳥獲取嚮導收益。
「我們在培訓中給村民看一些特色鳥類照片，有一戶村民說他家地裏就

有一對猛隼經常出現。」小樂回憶說。猛隼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在國內
的分布區域十分狹窄，是在中國野外難得一見的猛禽，外貌英俊帥氣，深
受人們喜愛。他們來到這戶村民的地裏，通過觀察這對猛隼的生活規律，
建議在牠們經常停留的枝頭對面建立拍攝點，令觀鳥者可以順利地觀察到
這種罕見的鳥，拍攝者也可以拍到很精彩的照片。後來，到盈江的觀鳥客
幾乎都會去看一下猛隼，那戶村民也因此獲得了不少經濟收入。
有了觀鳥收益，村民保護生態就有了更大的動力。那邦田的原住民多以

種植水稻為生，由於收成不盡如人意，多把農田轉租種植香蕉。小班與小
樂在當地動員村民發展觀鳥旅遊，在利用濕地的同時做好保護。很多那邦
田的村民自願放棄把農田濕地租給香蕉種植戶，轉為保留並改善濕地，建
起觀鳥園。

生態環境修復 珍稀鳥類重現
發展觀鳥旅遊令村民得到收益，自覺修復和保護生態，又令不少珍稀

鳥類重新現身。而培訓出優秀的當地嚮導，不但可以帶領觀鳥客看到更
多鳥種，還有助於發現和保護珍稀鳥類。
有村民在自家的草果地裏發現一種長相奇特的怪鳥，馬上用手機拍下
發給小班和小樂，並告知該鳥通常在清晨7時現身。看着模糊的照片，
腦海裏冒出來的名詞令他們抑制不住興奮。凌晨4時，兩人背起相機騎
上電單車，翻山越嶺2個多小時趕到現場，親眼證實了他們的猜測，這
是一種中國非常罕見的鳥類——黑頂蟆口鴟。「不要離牠太近、不要打
擾牠的正常生活狀態。」當地村民在他們的指導下，小心翼翼地對該鳥
進行保護，穩定了這種鳥在當地築巢定居。
村委會主任胡培松說，村民嘗到了觀鳥旅遊的甜頭，在護「鳥巢」、當

「鳥導」、引「鳥人」、結「鳥緣」的經營服務中，賺「鳥錢」、吃「鳥
飯」，愛鳥護林已
成鄉規民約。除發
展觀鳥旅遊外，村
裏摒棄了以前砍樹
伐木種植香茅草的
生產方式，改種
堅果樹，生態慢
慢修復，消失百
年的花頭鸚鵡、
鳥類中的「大熊
貓」紅腿小隼
等珍稀鳥類重
新現身，又吸
引了更多觀鳥
客。

由縣城

驅車兩個多小

時，小班又來到

石梯村，與村委會主

任胡培松商談協調觀鳥節相關事宜，

探討鳥塘評星、鳥導評級的可能性與可行

性；與此同時，小樂正帶領一隊觀鳥愛好者野拍，進行

自然生態攝影。中緬邊境的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

州盈江縣，有着十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從海拔200多

米跨越到3,200多米，植被從熱帶雨林到溫帶灌叢的生態

環境，孕育和哺育了眾多的珍稀野生動植物，迄今記錄鳥類

700餘種，更不乏特有、珍稀的明星鳥類，是全球頂級觀鳥

勝地。2015年以來，盈江發展觀鳥旅遊產業，既增加村民

收入，又有效保護生態環境。而小班與小樂共同創辦的盈江

觀鳥協會，成為當地觀鳥旅遊發展的民間推動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盈江報道

位於中緬邊境的石梯
村，是南方絲綢之路國內
段終點，因舊時商隊在陡
峭山崖上開鑿階梯得名。

漫步石梯村，道路寬闊整潔，一排排頗具少數
民族特色的新居錯落有致，村口整潔乾淨的一
個院落，是由民宿和餐館組成的「小龍生態農
莊」，主人是38歲的景頗族村民徐小龍。

石梯村發展觀鳥旅遊以來，小龍在村委會
和觀鳥協會的建議和指導下，騰出自家房屋
辦起了民宿，並與另一戶村民合作開起了餐
館，妻子打理民宿和餐館，自己當「鳥

導」，全家吃上了「觀鳥飯」。「我第一次
在村裏見到了外國人，也嘗到了保護鳥類的
甜頭。」小龍說，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觀
鳥服務為他家帶來了3萬餘元（人民幣，下
同）的收入，已較單純種植香茅草翻了一
番。「今年的觀鳥客更多。」小龍掰着手指
頭算賬說，今年前3個月，通過接待觀鳥客住
宿、餐飲，帶領觀鳥客觀鳥、拍鳥，已實現
收入3萬元左右，他估算今年全年可實現收入
10萬元以上。

以前的石梯村，靠種植香茅草為生，小龍
全家一年辛苦下來，收入不足1.5萬元，僅能
維持基本溫飽。他說，種植香茅草需要砍伐
林木輪作，並砍樹為柴蒸餾提取精油，「對
鳥類的生存影響很大！」小龍的講述中三句
不離鳥，語氣中充滿對鳥類的愛惜與眷戀。
村委會主任胡培松介紹，石梯村如今已有45
戶村民從事觀鳥旅遊服務業，其中19戶經營
鳥塘、 24戶經營民宿、2戶經營農家樂，35
人成為「鳥導」。全村人均收入由以前的不
足2,000元，增加至11,750元。「通過指導村
民發展觀鳥旅遊增加收入，是我們頗有成就
感的一件事！」小班補充說。

目前在雲南盈江縣所有觀鳥路線中，犀鳥谷最
為獨特璀璨。位於洪崩河的犀鳥谷，河谷內保存
着完好的熱帶雨林，古樹參天。相貌獨特而珍稀
的3種犀鳥在此定居，有着穩定的野外繁殖種
群，在觀鳥界享有「中國犀鳥谷」美譽。
「中國犀鳥谷」的發現與命名，在小班的

記憶中充滿傳奇色彩。2017年，觀鳥協會赴
石梯村山林調查鳥類資源，深山中突遇飛過
的犀鳥，令未及掏出相機的小班與小樂猝不
及防。等他們取出相機，又有犀鳥不時由頭
頂掠過，拍照下來辨認，竟有國內罕見的雙
角犀鳥、冠斑犀鳥和花冠皺盔犀鳥。循跡而
去又驚奇地發現，該三種犀鳥在此竟有穩定
的野外繁殖窩點，且種群不小。「犀鳥是觀
鳥界最具吸引力的目標鳥種，中國迄今記錄
有5種，而這裏就有3種。」小班介紹說，如
此驚艷的鳥訊經網上發布，轟動國內外觀鳥
界，「中國犀鳥谷」由此為觀鳥界認可。
小班與小樂指導村民建起了中國首個雙角

犀鳥觀測點，他們主張循序漸進，不因眼前

利益干擾犀鳥生活，導致犀鳥棄巢，「隱蔽
棚起先都要設得比較遠，一次也只能容納3
人進入拍攝。翌年發現鳥類回來繁殖，再增
加隱蔽棚容納的人數。」該觀鳥點當年就吸
引了300多名觀鳥客。
「事實上，中國犀鳥谷已不僅限於洪崩河

一帶，其概念覆蓋了整個盈江縣。」小班
說，盈江許多地域已發現並記錄到全部5種
犀鳥。每年3至6月，並有上述3種犀鳥在盈
江境內穩定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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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吃上「觀鳥飯」
走上脫貧致富路

發現「中國犀鳥谷」
轟動海內外觀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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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村45戶村民參與觀鳥旅遊服務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雙角犀鳥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棕頭鈎嘴眉
香港文匯報
雲南傳真

◀黑冠黃鵯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灰孔雀雉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石梯村已成為國內外聞名石梯村已成為國內外聞名
的觀鳥勝地的觀鳥勝地，，吸引眾多觀鳥吸引眾多觀鳥
客客。。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小班（右二）、小樂（右三）等入山
調查鳥類資源。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掃碼看片

◆◆為不干擾鳥類生活
為不干擾鳥類生活，，觀鳥點設置與環境渾然一體

觀鳥點設置與環境渾然一體。。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