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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瑞安市祥望渔业专

业合作社所属渔民戴乃兴的

渔业船舶三级船长证书，证

号 ：330325196607286939，声

明作废。

遗失温州市昊恩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的公章、法人章（林光平）、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玉海街道陈府观

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正副本各

一份，登记证号：宗场证字（浙）

D030050006，声明作废。

遗失

迁徙“黄金通道”上的
生态启示

“大家看！海滩上有几只翻石

鹬！”5月3日清晨，浙江野鸟协会会员

陈光辉举起望远镜，向身旁的观鸟者

示意。在晨光的映照下，几只身形娇

小的翻石鹬隐匿于海滩的锚绳之间，

仅凭其短促的叫声，陈光辉便准确辨

认出它们的身份。

北麂岛地处全球九大候鸟迁徙

通道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中

段，是候鸟南来北往的重要休整地。

岛上丰富的湿地资源——广阔的沿

海水域、礁石群，为候鸟提供了充足

的食物和栖息环境。每年春秋两季，

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充能量，其中包

括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

鸥、罕见的白腰叉尾海燕等珍稀物

种。

“北麂岛是观鸟‘老少皆宜’之

地。”陈光辉介绍，这里既有留驻的明

星鸟种如岩鹭、蛎鹬等，也有迁徙途

中偶遇的“大迷鸟”，吸引了全国各地

从资深鸟友到观鸟新手的不同群

体。近年来，岛上不断刷新鸟类观测

记录，仅2024年就新增3种浙江省级

新记录鸟类，成为鸟类研究的“活态

实验室”。

北麂岛的生态价值不仅局限于本

地，更与全球候鸟迁徙网络紧密相

连。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覆盖

22个国家，每年有上千万只候鸟沿此

路线往返北极圈与澳大利亚之间。作

为这条“黄金通道”的中点，北麂岛的

湿地生态直接关系到候鸟的生存质

量。

今年的“五一”假期，北麂岛的观

鸟活动达到高潮。“往年这个季节，来

岛上观鸟的人也就几十人，今年几乎

被‘包场’了！”一民宿老板告诉我们，

岛上随处可见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

爱好者。

观鸟热潮背后的
生态守护

“观鸟不仅是观察，更是记录与参

与。”中国观鸟会会员柳思铭和娄方洲

在北麂岛的观鸟经历颇具代表性。作

为北京飞羽大学生志愿者成员，他们

此次专程从北京前来，希望在迁徙季

捕捉黄胸鹀等珍稀鸟类的影像。

“候鸟的每一次迁徙，都是对自然

环境的投票。我们通过中国观鸟记录

中心、eBird等平台上传观测数据。”柳

思铭说，这些记录不仅是个人观鸟经

历的存档，也是公民科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

北麂岛的鸟类多样性得益于当地

未被过度开发的原始环境。岛上保留

的灌丛、树林和山塘，为不同生态位的

鸟类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条件。这种

“低干预、高兼容”的发展模式，为其他

地区探索生态旅游提供了借鉴。

观鸟热潮的背后，是北麂乡政府

对生态保护的持续投入。近年来，北

麂乡政府以海岛生态保护为核心，立

足候鸟迁徙重要栖息地的区位优势，

在“到北麂·见山海”全时文旅活动中

将4月整月定为春日观鸟月，同时以

“4·1国际爱鸟日”为契机，通过观鸟摄

影展映、鸟类科普活动等向村民和游

客普及鸟类保护知识，重点讲解在本

岛出现过的中华凤头燕鸥、大迷鸟褐

背伯劳、罕见海鸟白腰叉尾海燕等濒

危鸟类的生态价值，提高村民生态保

护意识，引导公众以负责任的方式参

与观鸟活动，避免人为伤害迁徙繁育

的鸟类。

“保护与开发需要平衡。”北麂乡

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计划培养一批

专业“鸟导”，建立标准化的“鸟塘”（鸟

类观测点），在不干扰候鸟栖息的前提

下，适度开发观鸟旅游。这一模式既

能为村民创造经济收益，又能通过生

态教育提升公众保护鸟类意识，实现

“人鸟共生”的良性循环。

吸引吸引200200余名观鸟爱好者飞羽寻踪余名观鸟爱好者飞羽寻踪

北麂打造候鸟迁徙的北麂打造候鸟迁徙的““黄金驿站黄金驿站””
■记者林晓通讯员林周凡

“五一”假期，瑞安北麂迎来了一场

“候鸟盛宴”。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观鸟爱好者齐聚这座东海小岛，用望

远镜、相机记录候鸟的踪迹，感受自然

与生命的律动。北麂岛，这座位于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中点的

“宝藏观鸟点”，正以独特的生态魅力，

成为全国观鸟爱好者的朝圣地。

本报讯（记者 潘虹 潘鹏程）5月

3日上午，由农工民主党瑞安市基层

委员会、瑞安市利济医学促进会联

合主办的“利民济世 守护健康”名中

医义诊活动在瑞安市利济名医馆举

行，来自中医内科、骨科、妇科、内分

泌科及护理领域的瑞安医护专家组

成“超强阵容”，为市民提供免费诊

疗与健康指导。

“昨天下午路过忠义街，看到今

天有义诊活动的消息，特意赶过

来。”来自贵州毕节的王女士被肩颈

问题困扰许久，经医生现场问诊、针

灸后，症状缓解不少。“现场医生服

务都很好，不仅给我做了针灸，还告

知我后续保养知识。此外，我还体

验了很多义诊项目，太方便了。”针

灸结束后，王女士连连点赞。

一位家长特意带着女儿前来。

她告诉记者，孩子平时学习压力大，

久坐导致肩颈、腰部劳损。“趁着假

期让医生看看，体验一下芳香疗法，

缓解孩子生理、心理问题，既方便又

及时，这么多专家集中义诊，连省级

名医都能面对面咨询，希望这样的

活动多多举办。”她说。

“糖尿病患者该如何科学控制

体重？”“体重异常与糖尿病有没有

关系？”……名中医义诊活动在利济

名医馆火热进行的同时，一场以体

重管理和糖尿病科学防治知识为主

题的讲座也在“政协之家”同步开

讲。讲座从中医理论切入，系统解

析肥胖与糖尿病的动态关联，并演

示融合现代营养学的中医食疗方

案，有效提升了大家对科学体重管

理的认知，并提供了实用的健康管

理方法和技巧。

瑞安利济医学促进会利济名医馆

馆长郑青龙说，瑞安利济医学文化历

史悠久，在“五一”假期邀请瑞安名医

齐聚利济名医馆，一方面以“大医精

诚”之心践行医者的岐黄仁心，另一方

面以“义诊+讲座”为载体弘扬利济中

医文化。今后该馆将继续开展此类融

合诊疗、养生、非遗技艺的中医惠民活

动，让传统医学更好服务大众健康，为

“健康瑞安”注入中医力量。

在咖啡香中感受乡村蝶变力量

林川海拔520米高山开“村咖”
本报讯（记者 金冬冬 蔡自祥）在林川镇

燕子窝自然村海拔520米的高山上，云海翻

涌处藏着一家名为“SOHO燕子窝”的云端

咖啡店。该咖啡店5月1日正式营业，自4

月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前来打

卡，且社交媒体上的推荐笔记超过200余

篇。

记者沿着盘山公路驱车蜿蜒而上，不知

拐过多少道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顶大草坪

豁然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仿佛闯入了童话

中的“绿野仙踪”，而咖啡小屋就隐匿于山顶

树林间。

咖啡店面积不大，户外露天大草坪也为

游客提供了绝佳的休憩之地。“因为山在那

里”，这句贴在玻璃窗上的标语显得格外应

景。坐在这里喝咖啡，眼前就是层叠的群

山，游客可以俯瞰卧龙峡，远眺福泉山，鼻尖

萦绕着现磨咖啡的醇香，享受真正的山系慢

生活。

不远处，几间特色小木屋错落有致地设

在悬崖边，这些木屋全部采用当地原生木材

搭建而成，用树桩作凳，面朝大山，运气好时

还能看见绝美云海，尽是“众鸟高飞尽，孤云

独去闲”的诗意。

游客陈先生是咖啡爱好者，这是他第一

次来到这种高山咖啡店。他说，在城里喝咖

啡总是行色匆匆，在大山里喝咖啡则带给他

悠然自得的体验，“这里海拔高，视野开阔，

早上来的时候还有云海，很有仙境的感觉”。

另一位游客邱女士特地从温州市区前

来，她说：“这里生态好，空气清新，景色宜

人，比我预想的更好，没有过度商业化，有种

复古原始的美感。”

这家山野咖啡馆有什么独特魅力呢？

该咖啡店负责人陈光林介绍，他们结合当地

的养蜂产业资源，通过使用本地野生蜂蜜，

搭配优质咖啡豆，推出季节限定特饮“蜜云

拿铁”。未来，咖啡店还计划推出“蜂农合作

款”限定饮品，让每一杯咖啡都带着大山的

馈赠。

为什么要选择在520米海拔的高山上

开一家村咖呢？林川镇平和村党总支书记

高顺建告诉记者，这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一

次积极探索。据了解，平和村包含燕子窝等

多个自然村，曾因交通闭塞、资源匮乏而“空

心化”，如今通过市政府两期共600多万元

的旅游投资，铺设游步道、观景台等配套设

施，逐渐开始焕发生机。

高顺建坦言：“只有政府投入没有产出，

不是长久之计。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让投

下去的资金产生经济效益，让群众切实受

益，而村咖是当下较为流行的形式。”因此，

他们进行了大胆尝试，引进村咖，通过草坪

等项目的建设，吸引了大量游客，周边民宿

的客流量也因此明显提升。“云岫燕居”民宿

负责人金夫贵说，以前房间经常空着，现在

要提前半个月预订才有房。

下一步，林川镇将以“村咖”作为撬动流

量的支点，结合“高山秘境”主题打造文旅

IP。从无人问津到客似云来，燕子窝的蜕变

证明高山村落不需要照搬城市模式，用一杯

咖啡的温度留住人，用因地制宜的业态打动

人心，共同富裕的路便能越走越宽。

名中医齐聚忠义街
“义诊+讲座”活动惠及瑞安民众

扫一扫，看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