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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去年冬天，，一隻黑頸鶴因長時間一隻黑頸鶴因長時間
立在水中立在水中，，腿被冰凍住腿被冰凍住，，起飛時腿起飛時腿
被冰面卡住折斷被冰面卡住折斷，，摔倒在冰面上摔倒在冰面上。。
陳光會發現後陳光會發現後，，就先用石塊把凍住就先用石塊把凍住
鶴的冰面敲碎鶴的冰面敲碎，，剛把鶴抱起放在岸剛把鶴抱起放在岸
邊邊，，冰面裂開冰面裂開，，整個人摔進了湖整個人摔進了湖
裡裡。「。「掙扎了兩個小時掙扎了兩個小時，，才從湖裡才從湖裡
爬上岸爬上岸，，回到家整個人一直發抖回到家整個人一直發抖。。
當時嚇壞了當時嚇壞了，，以為上不了岸了以為上不了岸了。」。」
想起這驚心的一幕想起這驚心的一幕，，陳光會仍心有陳光會仍心有
餘悸餘悸。。
2020多年來多年來，，陳光會一家與這群越冬棲陳光會一家與這群越冬棲

息在大山包大海子濕地的黑頸鶴親如一息在大山包大海子濕地的黑頸鶴親如一
家家。。20082008年昭通雪災年昭通雪災，，大年三十的晚大年三十的晚
上上，，為了照顧黑頸鶴為了照顧黑頸鶴，，陳光會一家老少陳光會一家老少
出門為黑頸鶴投食出門為黑頸鶴投食。「。「婆婆和丈夫在前婆婆和丈夫在前
面用鏟子鏟雪面用鏟子鏟雪，，我跟在後面投食我跟在後面投食。。雪太雪太
大大，，不用鏟子鏟開雪不用鏟子鏟開雪，，黑頸鶴是找不到黑頸鶴是找不到

鶴糧的鶴糧的。。先把鶴餵好了先把鶴餵好了，，一家人再回去一家人再回去
做年夜飯做年夜飯。」。」
接力護鶴接力護鶴，，辛勞多多辛勞多多，，問及堅持問及堅持2020

多年的動力多年的動力，，陳光會說陳光會說：「：「婆婆把鶴照婆婆把鶴照
顧得那麼好顧得那麼好，，她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她把這個任務交給我，，我我
也要做好也要做好。。每年黑頸鶴來這裡的時候每年黑頸鶴來這裡的時候，，
我們把他們照顧得好好的我們把他們照顧得好好的，，讓他們帶更讓他們帶更
多的朋友來這裡安心過冬多的朋友來這裡安心過冬。。 」」

「「鳥類大熊貓鳥類大熊貓」」黑頸鶴黑頸鶴

十多年前，雲南省昭通黑頸鶴保護志
願者協會在大山包鄉大海子邊尋找

護鶴員，陳光會的婆婆董應蘭成了當地
第一批護鶴員，而早在成為護鶴員之
前，老人家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自
發餵鶴、護鶴多年。給鶴群投食的工作
着實不易，需到鶴群棲息的沼澤地開闊
處撒食物，雙腳常常踩在冰水中。多年
下來，董應蘭患上了嚴重的風濕，已不
能再從事投食的工作。

婆婆親授技藝
2003年，陳光會開始跟着婆婆學習給
鶴餵食。「婆婆告訴我要從水草叢中找
到路，順着路將玉米籽撒開，鶴才會來
吃。黑頸鶴生性非常警惕，要慢慢來，

真心對牠們好，牠們才會信任你。還要
學會聽鶴的聲音，聽出牠們表達開心、
餓了、害怕等不同的聲音，這樣才能及
時給牠們想要的幫助。」陳光會說，剛
開始跟着婆婆餵鶴的時候，鶴只圍着婆
婆轉，「那時我就想，什麼時候我也能
把鶴餵得能圍着我轉呢」。

山歌不抵哨聲
一年後，陳光會開始獨自餵鶴。因

為對黑頸鶴的喜愛，陳光會盼望能找
到一種可以與牠們交流的方式。「我
試過用人類的語言和牠們聊天、給牠
們唱山歌，鶴們都聽不懂，只管自己
覓食不理我。我又試着吹口哨，高低
起伏、大小長短不停變換，鶴們就會

伸長脖子靜靜聽，然後用『咕嘎』的
聲音回應我，我高興壞了，原來這種
方式牠們會回應。」
從那以後，陳光會餵食時就用口哨吹出

「快來吃了，再不來就沒有了」；下午
鶴群飛回來的時候她就用口哨吹出「今
天你們飛出去有哪些開心的事啊」。
「我有不開心的事也會用口哨吹給牠們
聽，牠們會用叫聲回應我，有時還會扇動
着翅膀在我身旁跳舞逗我開心，像我的朋
友、親人，又像我的孩子。」
陳光會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到黑頸

鶴繁衍棲息的四川若爾蓋看看，
「想在那裡用口哨和牠們聊聊，如
果在那裡牠們也能聽得懂我的口哨
聲，那就太好了」。

婆媳接力婆媳接力 廿五載廿五載

10月底，滇東北的昭通市大山包鄉已寒意深

深。30歲的陳光會每天清早起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大山包鄉的大海子濕地裡看看她的老朋友

黑頸鶴們回來沒。「這幾天常夢到牠們回來了。

來不過九月九，去不過三月三，應該快回來

了。」陳光會望着大海子濕地裡不時起落的水

鳥，陷入對黑頸鶴的深深思念中。與婆婆接力護

鶴25年，陳光會不僅熟悉鶴群的生存習性，還

自創口哨與鶴交流，譜出一段段令人感動的人鶴

情緣。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 昭通報道

創口哨與鶴交流 譜不解人鶴情緣
護護鶴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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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頸鶴是國家一級保護黑頸鶴是國家一級保護
動物動物，，也是世界珍稀瀕危也是世界珍稀瀕危
物種物種，，被列為中國特有鳥被列為中國特有鳥
類類，，有有「「鳥類大熊貓鳥類大熊貓」」之之

稱稱。。黑頸鶴是世界鶴類中唯一在高原上黑頸鶴是世界鶴類中唯一在高原上
繁殖過冬的鶴類繁殖過冬的鶴類。。每年秋季每年秋季，，黑頸鶴從黑頸鶴從
青藏高原等地南飛青藏高原等地南飛，，到雲貴高原棲息越到雲貴高原棲息越
冬冬。《。《國際瀕危野生動植物種貿易公國際瀕危野生動植物種貿易公
約約》》和國際鳥類紅皮書將黑頸鶴定為全和國際鳥類紅皮書將黑頸鶴定為全
球急需挽救的瀕危物種球急需挽救的瀕危物種，，也是國際鶴類也是國際鶴類
組織認知的最後一個鶴類組織認知的最後一個鶴類。。
在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的大山包鄉在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的大山包鄉、、

巧家縣馬樹鄉巧家縣馬樹鄉、、魯甸縣新街鄉魯甸縣新街鄉、、永善縣永善縣
茂林鄉等茂林鄉等77個鄉個鄉1212個村個村，，有有1919處黑頸處黑頸
鶴棲息地鶴棲息地。。大山包是黑頸鶴主要的棲息大山包是黑頸鶴主要的棲息
地地，，到此越冬的黑頸鶴佔全球黑頸鶴野到此越冬的黑頸鶴佔全球黑頸鶴野
生種群總數的生種群總數的11//55以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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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會在大海子濕地旁命名為「鶴來居」
的家。 記者李艷娟 攝

■陳光會在給黑頸鶴
投食。本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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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包大海子濕地裡翩翩起舞的黑頸鶴在大山包大海子濕地裡翩翩起舞的黑頸鶴。。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日前假龍堡

國際賓館慶祝二十周年會慶暨第十

一屆會董就職典禮，張成雄蟬聯會

長。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全國政

協常委戴德豐，全國政協文史及學

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香港潮屬

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揭陽市市長

陳東，揭陽市委常委、統戰部部

長、普寧市委書記黃耿城共同主

禮。該會全體常董、會董和鄉親，

以及本港社會賢達600多人聚首慶

賀，暢敘鄉誼，氣氛歡快熱鬧。

■香港文匯記者沈清麗

香港普寧同鄉聯誼會成立二十周年會慶
暨第十一屆會董就職典禮

■■主禮台嘉賓與全體會董大合照主禮台嘉賓與全體會董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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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致辭 ■張成雄會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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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四洲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戴德豐博士向正、
副會長頒發委任證書。

何靖張建宗戴德豐等主禮

張成雄在致辭中感謝各位主禮嘉賓，他表示，成立
20年來，在歷屆會長的領導下，在全體同仁的支

持下，該會心繫家國，為普寧及潮汕的文化教育、衛生
福利、道路交通和籌資賑災等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努力促進香港和諧穩定和繁
榮發展。
張成雄表示，許多旅港普寧鄉賢從1950年代開始就
一直為家鄉效勞，他們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也需要新一
代接班人薪火相傳，繼續發揚光大。
他說：「本會將不斷發掘更多的年輕才俊壯大我們的

隊伍，在『團結、發展、有為、奉獻』方針的指導下，
繼續為國家、為香港、為家鄉作出更大的貢獻。」

陳東黃耿城冀續造福桑梓
家鄉領導陳東、黃耿城分別致辭，向新一屆會董就職

表示熱烈祝賀，讚揚該會堅持愛國愛港愛鄉，廣泛團結
旅港鄉親，為家鄉的經濟發展及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了
積極貢獻；希望在張成雄的帶領下，繼續凝聚鄉親，造
福桑梓。
最後，張成雄會長還親自上台指揮，全體會董、婦

委、青委一齊深情演唱《東方之珠》和《愛我中華》兩
首經典曲目，贏得全場鼓掌，將晚會氣氛推向高潮。
普寧同鄉聯誼會新一屆會董包括會長張成雄，副會長

方展禹、江凱生、陳生好、張永明、許義良、陳雪夫、
羅松亮、陳少洪、黃業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