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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被鸟啄了。两亩水田，损失近万元。鸟不赶走，明年

扩大种植面积损失更惨重。

最近，杭州桐庐旧县街道旧县村不少种植户，因为一种漂

亮的小鸟眉头紧锁。一面是想尽法子保青菜、保茭白；另一面

是运用得当的“游击战术”：人来鸟走，人走鸟来。

水灵灵的茭白被啄光光
作乱的这群小东西让人又爱又挠头
这种鸟叫彩鹬，近年数量锐减，比较珍贵
蔬菜想收鸟也得保护，桐庐不少养殖户想问问怎么办

本报讯 前天早上7点多，一辆白色厢式小

货车撞断了西泠桥的石板护栏，这座古老的石

拱桥再度“受伤”。（详见本报12月21日A2版）

昨天中午，西泠桥的桥栏桥柱开始修

复。修复方式处理起来并不太复杂，下午 1

点多，桥栏桥柱都安好了。

三个桥柱还是用的原来的，两块青石栏

板换了新的。“原来能保留的我们尽量保留，

栏板因为破损没法用了，只能换新的。”杭州

西湖景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中心蔡主任说。

西泠桥的石板护栏修复的关键是找到合

适的石材，这也是修复过程中最困难的。

西泠桥上用的青石叫做严州青。“事发后

我们就兵分几路去寻找石材，但是从昨晚各

路人员反馈过来的信息看，现在要找合适尺

寸，又有年代感的青石板很难很难，连乡下都

不太找得到了。”景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中心

蔡主任说，但是西泠桥作为西湖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让它一直缺着口，不管是从安全还

是景观考虑，都不太合适，所以经过紧急磋

商，决定换上新青石板。

杭州路桥集团道桥公司景区养护项目部

负责人商肖杰说，他们把石材的尺寸、颜色、

表面纹路的照片发给之前合作的采石场，最

终在桐庐找到了这两块青石板。青石栏板安

装好后又披上了遮布，接下去还会做封闭保

养，然后在色泽上做技术处理，修旧如旧，尽

量减少视觉差异。

所以，这段时间，西泠桥的这一侧桥面

仍会设置铁栅栏和警示柱，大家经过时请注

意安全。

那么，石板护栏修复需要花多少钱？商肖

杰说，从现在来看，费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石

材费，还有一个就是后期做旧的工艺加工费。

“具体的金额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所有的维修完

成后，才有具体的报价，到时再和肇事车辆的保

险公司进行协商。” 本报记者 鲁佳 孙晶晶

西泠桥桥栏
昨日紧急修复
接下来还会修旧如旧

本报通讯员 何妤 黄强 本报记者 鲍亚飞 文/摄

两亩茭白半数被鸟啄过
剩下的茭白全卖了还不够人工费

桐庐盛家边村是旧县村的一个自然村。

村里的陆师傅最近没怎么睡觉，他愁死了

—— 一支支茭白被啄，他的2亩茭白田眼看

着要毁于一旦。本打算明年要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的，如果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谈。

“一开始没在意这些，哪个种菜的没遇上

过被鸡鸭狗鹅或者鸟虫偷吃过。”陆师傅说，

只是被啄了的蔬菜，卖相不好。

可是没想到，被啄的可不是一株两株，用

他的话说，刚开始他还去田里挑着收，好的还

能买几个钱，后来，好的太难找了，他干脆就

放弃收割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专门吃这茭白？陆师傅

开始蹲守，继而发现“作案者”可能是一种鸟，

母鸡大小，黑色的羽毛。“一支茭白，就吃头上

一点点嫩芽，芽头吃了，茭白也废了。”茭白长

得很浓密，他几乎找不到好办法驱鸟，渐渐

地，整片田都差不多吃过了。

这鸟真的这样厉害？钱报记者就此实地

查看了一番。

陆师傅的茭白田呈四方状，两垄为1排，

共有28排，每垄30~40簇。

“鸟呢？”钱报记者沿着水田走了半圈，没

有看到鸟的身影，于是发问。“都躲在里面呢。”

陆师傅说着，捡起一颗石头，往田中间扔去，一

下子飞起五六只鸟来。但身影太快，看不清样

子，依稀可见黑褐色的羽毛。“今天还不算多

的，有时候，人走进去，能飞起十几二十几只。”

陆师傅说。

随后，陆师傅穿着套鞋，走进田间，随手

拔了一簇，黄绿的长条叶子下共有大大小小

十二三个茭白，粗粗一数，6 个有被鸟啄了留

下的痕迹。“要一个一个去找，这些茭白全卖

了，也不一定够人工费。”陆师傅说，算了算，

不划算。现在他也不去拔草了，专心放水，随

便鸟吃。

赶鸟试了很多方法
但野生动物不能猎杀

其实，被这些不知名的鸟吃过的植物不

只有茭白。

钱报记者了解到，周边几个自然村菜园

里的青菜、大白菜都有被啄的情况，当然最严

重的还是水田里的茭白。只要是种茭白的农

户，没有不受损的。

临近采收季节遭遇意外天敌，保护战不

可避免。

“菜园还可以，去偷吃的鸟少，同时也有办

法搭棚子圈起来，茭白田不行。”60多岁的徐大

伯说，他家种了大概2分地蔬菜，三分之一遭

殃。“我割了些茅草盖在菜上面，好了很多。”

“没有办法搭棚子啊，茭白长得高，棚子

的成本吃不消。”陆师傅曾用了多种办法来对

付小鸟，均“败下阵来”——

锣鼓敲过，喇叭喊过，稻草子也扎了不

少，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他甚至想过张网捕

鸟，心塞时也想请狩猎队来帮忙，结果却没人

敢动。

陆师傅从林业部门了解到，野生动物是

受到保护的，不能通过任何形式猎捕。

“我的茭白是错时上市的，眼下正是好售

卖的时候，可被鸟这么一啄⋯⋯可惜喽，都可

惜喽。”他种的是双季茭，一年收两次，市场价

大概 15 元/公斤，毛估估，每天都要损失五六

百元，总损失超过了一万元。

这种漂亮的鸟是彩鹬
因是低危物种农户无法申报补助

“我们也去现场看过，但那鸟极易被惊

跑，一时无法辨认出它的种类。”桐庐县农林

局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总站工作人员也

曾去现场查看情况。

经过长时间观察，认定是彩鹬（yu）。“的

确很难驱赶！”

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朱水

林也确认这种鸟叫彩鹬，多年前就被列入“三

有动物”，以各种水生的小生物（比如虾蟹，甚

至蚯蚓）为食。他建议当地政府适当给农民

补贴，以使小鸟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浙江野鸟会秘书长范忠勇介绍，彩鹬在

多个国家有分布，是区域性常见留鸟或季候

鸟，栖于沼泽型草地及稻田。在中国的种群

数量曾经较为丰富，但后来因为沼泽地被开

垦、环境污染和狩猎等原因数量明显下降，因

此非常珍贵，必须得到保护。

2012 年彩鹬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ver3.1，属低

危物种。桐庐野保站工作人员介绍，种植户

如果要申报补助，只有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

（彩鹬不在其中）才可以。

鸟要保护，茭白和青菜也一样，怎么办？

如果你有驱鸟好办法，也可以帮忙出出主意。

《西泠桥被撞》后续——

彩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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