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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东方白鹳，数量就是往年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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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里明明也有不少鱼，它们
为什么偏偏专挑鱼塘“下口”？养殖
户感到困惑。

“此前我们联合高校进行了捕
捞测试，湿地里的鱼类密度，基本上
能够满足鸟类栖息的要求。”七里海
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陈力
说。

莫训强有自己的看法，“动物捕
食的时候也考虑投入产出，湿地让
它们歇脚，可它们发现鱼塘里鱼密
度更大，捕鱼成功率更高，所以肯定
去鱼塘捕鱼。相比之下，自然水体
里鱼的密度肯定达不到这么高。”

为了和解这场人与鸟的“冲
突”，当地政府尽快行动了起来。

在七里海湿地，记者看到水位
已经比往年有明显下降，鸟儿或成
片栖居或成群盘旋。11月2日，七
里海湿地管委会召开了专家咨询
会，最后提出了“保育放流”的解决
方案。

“我们想把周围更多的鸟类，吸
引到自然的湿地生态环境中来。”陈
力说，通过一系列水位调节，已经营
造出了近2万亩的浅滩，各种各样
的水深环境可以供不同鸟类生存。
随后，又投放了1万斤的鱼苗，以大
小在5到10厘米的鲫鱼为主，比较
适合鸟类食用。另一边的北大港湿
地，也投入了新的鱼苗。

湿地积极引走候鸟，是渔民们
乐见的，可是他们更关心的是，今年
的损失怎么办？

“说实话，对于鸟类鱼塘捕食肇
事情况的补偿，在全国范围来看都
没有比较成功、成熟的范例，对天津
而言，我们只能积极探索、研究，看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办法。”天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森林和野生动植物
保护处副处长教效同说。

教效同介绍，最近，政府已经开
始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摸底调查，评估
各区受到候鸟捕食的影响面有多大，

涉及的养殖户、养殖面积、损失情况，
“摸底调查评估，将对我们后序制定
更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具体办法做一
个前期准备。但是也有难点，就是损
失鱼的数量很难准确评估。”

渔民们盼着政策快点出台，另
一场更深层的探讨也在继续。

莫训强提出了他的担忧，“是
否对候鸟进行投喂，我们专家团队
的意见向来都比较一致，那就是

‘非必要不干预’，尤其是鹳类很容
易对投喂产生依赖性，这是我们不
希望存在的。另外投喂可能会使
它们更加密集地聚集，这也是一个
风险，尤其是在禽流感暴发的时
期。”

陈力也有他的为难。“2020年
全年，七里海观测到的鸟类数量接
近50万只，鸟类品种达到258种。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需要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

(新华每日电讯）

近日，人社部发言人卢爱红
就近期该部发布的 2020 年第三
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
的100个职业排行作说明。在这
100个职业中，有38个职业是社
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等相
关职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近期组织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汇总2020
年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
系较为紧张的招聘、求职需求职
业岗位信息，形成“2020 年第三
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
的100个职业排行”。

这张排行表涉及职业名称、
职业定义、对某职业需要典型的
城市，以及“缺工”的排行。例如，
最缺工的第 1 位职业为“营销
员”，该职业指从事市场调查、商
品与服务推销工作的人员。而这
一职业需要典型的城市则包括上
海、广州、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
除上述营销员职业外，还有保洁
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营
业员等职业都在“最缺工”的职业
中排名前列。

在这100个职业中，生产、制
造及相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
生活服务人员共有38个职业，专
业技术人员有18个（职业）。

人社部发言人卢爱红介绍，
与上一季度相比，我国第三季度

“最缺工”职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环
比“双下降”，求职人数下降更明
显，缺口人数扩大，供求关系仍然
偏紧。

(新京报)

最缺人的
100个职业
有哪些特点？
人社部权威释疑

东方白鹳东方白鹳（（新华社新华社））

候鸟成候鸟成““强盗强盗””，，鱼塘变鱼塘变““食堂食堂””，，保鱼还是护鸟保鱼还是护鸟？？

天津养殖户谁都天津养殖户谁都““惹不起惹不起””

秋深冬起，木落霜飞。往年这时，天津养鱼大户冯义
豹正忙着出鱼，但今年捞鱼不及时，鱼塘却近乎空空如也。

“十几万斤鱼，说没就没了。”站在离七里海湿地不远
处的鱼塘边，老冯束手无策，语气里满是无奈。

“偷”走他鱼的，是乌泱乌泱的候鸟，尤以成群结队的
东方白鹳最为惹眼。这些通体雪白、飞羽泛黑的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从北向南长途迁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

七里海位于天津东北部的宁河区，是京津唐三角地带
重要的一片湿地，核心区面积44.85平方公里，被称为“京
津绿肺”和“华北之肾”。

曾经，过度的旅游开发和生产经营使这颗“明珠”失
色。近些年，经过大力修复和养护，这里逐步恢复了往日
的宁静。

水丰草茂的七里海湿地，吸引大量候鸟居留。不过，
由于附近鱼塘的鱼更多，它们就在湿地歇脚，把鱼塘当作
“食堂”。

这给当地养殖户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保鱼
还是护鸟？他们似乎谁都“惹不起”。

冯义豹，已经和东方白鹳“僵
持”了近一个月。

他承包的鱼塘，两片宽阔的水
面，被一条“穿心沟”分开，加起来
1400多亩。

去年，这片鱼塘给他和股东们
带来了100万元左右的收益。他
原本合计着，今年虽然遇上疫情，
销售渠道和价格受了影响，但不至
于亏太多。然而现在，他捞鱼不及
时，鱼塘几乎被横扫一空。

“今年来的候鸟也太多了，成
群成群地飞到鱼塘吃鱼。带头的
是鸬鹚，后来是东方白鹳，满塘的
鱼说没就没了。”老冯干这行已第
五个年头，因为湿地的生态越来越
好，每年都会有不少候鸟来觅食，
但像今年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
见。

在他手机的视频里，乌泱乌泱
的候鸟在鱼塘上空盘旋，镜头移下
来，鱼塘的水面上也“铺”满了鸟，

“如果拍成照片还挺美。”他调侃道。
最开始，冯义豹当然是气恼。

“10月初为了捕鱼，我们开始
降低鱼塘水位，水一降鸬鹚就浩浩

荡荡来了。这种鸟聪明又能吃，飞
游潜全会，把鱼从鱼塘一头轰到角
落就开始猛吃，吃饱了还在附近等
着，饿了再吃。”

11月初，东方白鹳也来了。“鱼
塘当时正在抽水捞‘底鱼’，水位越
来越低露出底部不平整的滩涂时，
它们就来了，半斤以下的‘底鱼’和
低水位，刚好符合它们站在浅滩吃
鱼的习惯。”原本不懂鸟的冯义豹，
已经摸清了它们的习性。

为了解释给养殖户带来了多
大经济损失，他算了笔账，“一只鸟
一天要吃2到3斤鱼，持续了一个
月左右，多的时候来的鸟上千只，
我两片鱼塘一共损失了15万斤鱼，
差不多损失了50万元左右。”

七里海湿地附近，有众多像冯
义豹一样的农户，都靠养殖鱼虾蟹
为生，受损失的，也远不止他一
家。在70多公里外的北大港湿地，
农户们面临同样的窘境。

“今年鸟儿咋这么多？”冯义豹
与其他鱼塘主一样困惑。

11月18日，天津市政府新闻
办专门召开了一场发布会。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鹤类联合保护
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解释了缘
由：今年抵达天津的东方白鹳是往
年同期的3倍。

“东方白鹳的全球总数量已经
达到9000多只。截至目前，天津
市监测到的数量超过5000只。其
中，在七里海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就
有4000多只。”天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一级巡视员路红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官方数据
上，全球的东方白鹳仅3000只左
右。

天津是全球8大重要鸟类迁徙
通道之一，而七里海湿地又是重要
的迁徙中转站。最新数据里，今年
秋冬季以来，七里海湿地已迎来累
计超过10万只候鸟，比去年同期多
了3万只左右。

“数量多是一方面，还有就是
今年北方明显的寒潮导致水面结
冰，使东方白鹳集中南迁，而京冀
地区，适合它们栖息的环境在缩
减，所以它们被压缩到了天津，产
生了聚集。”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
环境科学学院教师莫训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