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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频频“打卡”南京
在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的全域范围内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中，目前共记录到3672个物种。南京的精
心呵护换来野生动植物频频“光顾”。今年1月，高淳东
湖村发现了罕见鸟类灰斑鸠，刷新了南京物种观测纪
录；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再生洲区域首次发现被誉
为“鸟中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科研人员还在浦口珍珠泉景区内发现了两
种江苏省生物名录中未记载的物种——串珠藻与叉钱
苔。此次发现不仅丰富了江苏省水生生物多样性记录，
为研究长江下游湿地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提供了新样
本，也印证了南京近年来生态修复对物种保育的成效。

老山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亮相
老山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昨天正式启用，成为南京

市首座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观测场站。该站内建有六大模
块，涵盖功能用房、科普互动体验中心等。老山国家森林
公园生物物种总数多达2081种（不含水生生物），占全省
陆生生物物种的47.66%。因其重要的地理区位和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老山成为江苏省20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观
测网络节点之一。

构建保护参与“全民网络”
当下越来越多人选择拿起相机走进自然，前不久李现

“打鸟”在网上引发各地文旅欢迎李现来当地“打鸟”。当
天活动现场颁发了2025年浦口区“5·22”生物多样性日
主题摄影比赛获奖证书。特等奖获得者苏云用镜头捕捉
到小猫头鹰灵动的眼神。“保护就是对生命的敬畏。”

南京正积极搭建多元平台，通过举办自然教育课堂、
培养青年科普讲师、开发生态旅游线路、开展主题摄影艺
术展等方式，引导公众深度参与，实现从生态旁观者到主
动参与者的角色蜕变。

现代快报讯（记者 裴诗语）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孩子们充满童真与想象力的小脑瓜里，会用怎
样的语言去描述这世上千奇百怪的生物呢？5月18日，
红山动物园举办了“与诗‘童’行”活动，著名诗人蓝蓝与
孩子们加入一场深度红山行。孩子们尽情挥洒创意，书
写属于自己的诗歌篇章。

“野猪和家猪到底存在哪些区别呀？”“为什么小熊
猫的肚子和四肢是黑色的呢？”当天上午，在红山动物园
科普老师高原的悉心引领下，孩子们满怀着好奇与期
待，先后走进了本土物种保育区，接着又来到了中国猫
科馆、高黎贡馆……

一路上，孩子们仿佛踏入神奇动物世界，真切地感
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哇，野猪居然是双眼皮的！”

“小熊猫睡在那么高的树上，怎么就不会掉下来呀？”孩
子们一边认真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一边迫不及待地将
自己的新发现记录下来，这一刻，他们都成了小小自然
探索家。

诗人蓝蓝表示，写作文时，很多家长会对孩子提很
多要求，而写诗其实是很好的训练写作能力的方式，因
为写作文易陷入固定模式，写诗则更自由。“写诗能让孩
子表达独特感受，每个孩子个性不同，观察事物会有不
同的想法与感受，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并真实表达思想情
感对孩子来说是很好的文学实践与教育。”

蓝蓝认为，好的童诗要有童趣、童真，文字要有感染
力，能体现对事物的思索与新发现。此外，写诗需要采
风，到动物园这类地方与自然、动物亲密接触可获取灵
感，刺激想象力。

“头上hēi hēi的，wěi巴长长的……”在自由创
作的阶段，孩子们纷纷拿起笔，将自己对动物细致入微
的观察记录了下来。一行行文字虽然稚嫩，还有的夹杂
着拼音，但字里行间却满是童真童趣，仿佛将一个个可
爱的动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眼前。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蓝蓝说，大多数孩子
都在今天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宣传教育部负责人马海燕说：
“今年已经是红山动物园第三年举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与诗‘童’行活动了，我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目标和任
务，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传递给广大公众。”“小朋友
们创作出来的诗歌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能够让我们的
工作更轻松地被大众所接受，这无疑也是一种拓展受众
范围的破圈行为。”

日前，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校园里的一窝小鸟引发了
全校学生的关注，下课后孩子们都跑到树丛边观察小
鸟，下雨天甚至有孩子为小鸟打了一把伞。然而仅仅三
天，这窝小鸟却不见了！学校随后开启了一堂生命课
程，让孩子们尽情思考讨论。

5月16日，常州市解放路小学的矮树丛里传来一阵细
弱的鸟叫声，小赵同学第一个发现，树丛顶端多了一个鸟
窝，里面躺着三只小鸟宝宝。这几个意外“来客”瞬间点燃
了校园，越来越多的孩子跑过去看小鸟，它们瞬间成了校
园里的“明星”。“它们嘴巴张得好大！鸟妈妈是不是去捉
虫子了？”课间，总有一群孩子踮着脚围在树下。“下雨了，
小鸟淋湿了会感冒。”有孩子拿来一把透明雨伞放在鸟窝
上方。担心看小鸟的人太多，还有人请老师打印了“小鸟
在睡觉，请勿打扰”的提醒标语放在旁边。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周末，5月19日早上，当同学们
回到学校上课时，突然发现鸟窝竟然空了，这个消息又
一次在校园里炸开了锅，小鸟去哪里了？

有同学查阅资料发现幼鸟离巢通常10～15天，而这
窝小鸟肯定还不具备离开鸟巢的能力；现场勘查的同学发
现鸟窝完好，排除了野猫袭击。科学老师最后揭秘说：“可
能是人为关注过多，鸟妈妈感到了压力，选择搬家。”

“我们给小鸟打伞，是不是像爸妈让我们穿秋裤？”
在三年级的班队课上，小陈同学的比喻引发哄笑，也点
燃了讨论。小王同学说鸟类羽毛防水，打伞可能帮了倒
忙，“就像我妈总替我背书包，其实我自己能行……”

尽管小鸟已经离去，这场“意外教学”却持续发酵。“爱
需要尊重生命的规律。小鸟要学会对抗风雨，孩子也要学
会独立，大家说是不是？”一年级的张老师引导道。

“为小鸟打伞，去看望小鸟，在我们看来是关心，但对
于小鸟来说却不是，我们吓跑了小鸟。”三年级学生小郑
说。学生小陈由这件事延伸到了父母对自己的爱：“父母
如果对自己的孩子过度关爱，反而对孩子成长不利，顺其
自然是最好的成长方式。”操场上，几个孩子围在一起商量
着：“欢迎小鸟再来做客——这次我们只会远远地保护。”

“当孩子们为小鸟哭过、笑过、争论过，他们已经收
获了比知识更珍贵的东西。”常州市解放路小学校长蒋
琳说。如今，那个空巢仍挂在树上，成了学校里特殊的

“教具”。
通讯员 张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陆文杰

为它们写诗、为它们“打伞”
孩子们眼里的它世界更美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万物共生和美永续

南京老山森林
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启用

“野猪居然是双眼皮的”
“它也想飞过喜马拉雅山”
红山动物园变神奇课堂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万
物共生 和美永续”。

在草木葱茏、万物竞发的初夏时节，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即将到来。5月19日，南京市2025年“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浦口区响堂堂屋拉开帷幕，
老山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正式启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文/摄

小鸟宝宝“点燃”校园
3天后鸟窝却空了

叽叽喳喳的讨论后他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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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供图5月18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举办了“与诗‘童’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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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山森林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系统

老山森林生物多样性观测站的植物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