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明俊骑着电动三轮车巡护大洼

◀◀维护维护大洼环境境也是沈明俊的工作之一

▼▼沈明俊正在写巡护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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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真情守护二十多年真情守护二十多年真情守护
见证大洼生态蝶变见证大洼生态蝶变见证大洼生态蝶变

●今年7月，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沈明俊在南大港湿地边长大，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

●自2002年成为湿地巡护员以来，沈明俊写下了20多本巡护日记——

今年 44岁的冯超住在新华区百合世嘉小区，
他是沧州公交集团321路公交车的车长，做公益已
经12年了。

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冯超在东光县南
霞口镇的一个村子认识了一位残疾人。“她儿时因
意外高位截瘫，虽有低保，但日子过得很艰难。”
冯超说。

那次相遇，将冯超引上了公益之路——他经常
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为那位残疾人送去生活用品，帮
她打扫院子、收拾屋子，带她去看病，为她排解心
里的苦闷……12年来，一直如此。

在百合世嘉小区，不少居民认识冯超。这是因
为社区经常组织助老活动，只要时间允许，冯超一
定会参加。

冯超把大部分业余时间花在了做公益上。
最近，他邀请沧县医院的医生来百合世嘉小区义
诊，组织同事为老年人办理老年乘车卡、讲解乘
坐公交车的注意事项，参加为困难家庭组织的捐
助活动……

冯超的热心温暖了许多人，也带动了许多人。
这些人聚在一起，成立了一支公益队伍，名字就叫

“益启爱”，现在已有成员50多人。
在这支公益队伍中，有“70后”，也有“90

后”；有创业者，也有上班族。他们年龄不同、身
份不同，但只要有人求助，他们就会伸出援手。

考虑到“益启爱”成员中有不少商户，冯超提
议在大家的商铺内建爱心服务站，为户外工作者提
供爱心服务。

很快，一个个爱心服务站成立了。“益启爱”
的部分成员在各自店铺内备好了纯净水、充电器等
爱心物品，为户外工作者提供帮助。

如今，“益启爱”志愿团队已建起十多个爱心
服务站。“爱心物资都是志愿者自己出资采购的。
有的志愿者买来了装饰品，精心装扮爱心服务站；
有的志愿者主动当起了宣传员，邀请户外工作者进
店休息。大家都想多做点好事儿。”冯超说。

做公益 12年，冯超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和
金钱。“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很难坚持下去。”冯超说。

冯超的家人也为冯超感到骄傲。这些年，冯超
因为参加公益活动获得了不少荣誉。“这些证书和
奖状都被我妈保存起来了，她特别骄傲！”冯超说。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冯超说，公益路上有快
乐也有感动，他要和队友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冯超冯超（（左二左二））参与衣物捐赠活动参与衣物捐赠活动

沧州公交车车长冯超沧州公交车车长冯超：：

公益路上不停歇公益路上不停歇
本报记者 尹 超

幸福的方式幸福的方式
有两种有两种
知 言

前段时间，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
话——幸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己幸福地
生活，另一种是帮助别人幸福地生活。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条暖心
新闻。

一对夫妻的孩子遭遇车祸，可高昂的康
复费用让这家人难以承受。就在他们最需要
帮助的时候，众多热心人士伸出了援助之
手。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孩子很快就康复
了。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为孩子办完出院
手续后，那对夫妻不仅将剩余善款全部捐了出
来，还加入了当地一家爱心公益组织。

后来有记者采访这对夫妻，询问他们做公
益的感受。妻子是这样回答的：“因为得到过
帮助，所以想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以前我总
觉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幸福，现在发现，帮
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我采访过很多志愿者，他们中有很多人也
表达过同样的心声。

付出着，幸福着。对他们来说，帮助别人
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束
光，在别人最需要关心和关爱的时候，帮助他
们，温暖他们，那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充满爱和
温暖，每个人都会被爱和温暖包围。

愿每个人都拥有幸福，也愿更多人能体会
到帮助别人的幸福。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殷 实 尹 超

11月 26日，48岁的沈明俊又
一次与“老朋友”们见面了——近
300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在南大港湿地落脚。

南大港湿地位于渤海新区黄
骅市南大港产业园区，被当地人
称为“大洼”。沈明俊在大洼边长
大，对这片湿地有着特殊的感
情。2002年，南大港湿地和鸟类
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同年，沈
明俊成为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
保护区管理处的一名湿地巡护
员，负责鸟类观测、火险排查、
环境卫生维护等工作。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是南大港湿
地的一部分。今年7月，南大港候
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第二期）的组成部分，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省内
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眼下，南大港候鸟栖息地正值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候鸟迁徙季，
一批又一批鸟在这里落脚。看着这
些“老朋友”，沈明俊心里充满了
自豪与欣慰。

记忆里的大洼

11月 28日早上 7点，沈明俊
骑着电动三轮车在南大港湿地内的
一片芦苇荡前停了下来，他望着远
处水面上的那群东方白鹳，嘴角上
扬。

南大港湿地位于东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是众多鸟类
的重要停歇地和繁殖地。“在我小
时候，每到候鸟迁徙季，大洼里的
鸟叫声此起彼伏，那热闹劲儿和现
在一个样！”沈明俊说。

“不过，以前人们环保意识
差，‘靠洼吃洼’。久而久之，大洼
的环境就被破坏了。”沈明俊补充
说。

环境变差了，来的鸟就少了。
在沈明俊的记忆里，上世纪 90年
代末，大洼里群鸟齐飞的景象就已
经不多见了。

20多本巡护日记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日益深入
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
光“靠洼吃洼”，还得“靠洼养
洼”。

2002年，南大港湿地和鸟类
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一系列湿地
生态修复工作陆续展开——南大港

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
禁止开发区域，湿地水面养殖清理
工作全面展开，湿地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
复、国家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等项
目相继实施……一系列措施使南大
港湿地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
样性不断提升。

同样是在 2002年，沈明俊成
为一名湿地巡护员。20 多年来，
他同其余 19名湿地巡护员轮流在
大洼里巡护，就连春节也不例外。

“大洼里没有照明设备，夜间巡护
时，我们就靠一把手电筒照明，好
几位湿地巡护员掉进过冰窟窿。”
沈明俊说。

用脚步丈量，用真情守护。20
多年里，沈明俊写了 20多本巡护
日记。这些日记记录着大洼里各种
鸟类的数量、栖息地等内容，对研
究鸟类习性、制定相应保护措施具
有重要作用。

如今，大洼的生态一点
点好了起来，沈明俊由
衷高兴。

“2018 年，我在
大洼里观测到一群
之前从未见过的
鸟，它们长着长
长的脖子、尖尖
的嘴，好看极
了。后来我咨
询了鸟类专家才
知道，它们是东
方白鹳，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对
生 活 环 境 要 求 很
高。”沈明俊说。

从那以后，沈明俊
每年都能在大洼里观测到东
方白鹳。“从最初的十多只，到现
在的几百只，这说明大洼环境越来
越好了！”沈明俊说。

“芦苇轻轻摇曳，各种鸟儿叽
叽喳喳。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
每天心里都美美的。”沈明俊说。

“鸟类天堂”

这些年，在南大港湿地，鸟
多了，爱鸟、护鸟的人也多了。
从 2019年开始，这里每年都会举
办以观鸟、爱鸟为主题的公益活
动。“在我们这里，人们救助野生
鸟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去年就有
群众救助了 5 只东方白鹳。越来
越多的人把鸟当朋友，我已经很

多年没见到过捕鸟的人了！”沈明
俊笑着说。

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提供的观测记录显示，南大
港湿地迁徙候鸟数量由2019年的2
万只增加到 2023年的 10万多只，
鸟类种数达到272种。

人们欢迎鸟，鸟也愿意来，南
大港湿地重新成为“鸟类天堂”。

生态保护是一项长久工作，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眼
下，沈明俊的女儿正在读研究
生，学的就是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专业。

随着南大港候鸟栖息地成为
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如今，
在南大港产业园区，不少人对

“靠洼吃洼”有了新的理解，其中
就包括沈明俊。“大洼的环境越来
越好，如今又有了世界自然遗产
地这块‘金字招牌’，未来到我们

这儿旅游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沈明俊笑着说。

她把馒头做出她把馒头做出她把馒头做出“““花花花”””

褚亚男的花饽饽面食坊开业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从给孩子做营养餐到创业开店，一年时间，褚亚男从全职妈妈

变成了创业青年——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 殷 实

11月 18日这天，在新华区一
家名为喜禾花饽饽面食坊的店铺门
前，不少人被两个特殊的“花篮”
吸引了注意力。

“花篮”里的“花”是用面粉
制成的，五颜六色，非常好看。制
作这些“花”的人叫褚亚男，30
岁，是这家面食坊的店主。

从一条视频开始

褚亚男的花饽饽面食坊开业
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可她依旧觉
得像做梦一样。“角色转变得太
快，有点儿反应不过来。”褚亚男
笑着说。

褚亚男的创业故事是从一条视
频开始的。

去年这个时候，褚亚男的孩子
满 2 岁了。为了让孩子吃得有营
养，她每天绞尽脑汁研究一日三
餐。

有一天，褚亚男在网上看到一
条介绍花饽饽的视频。“花饽饽是
一种中式传统面点，样式繁多，寓
意美好。在那条视频里，主播用不
同颜色的果蔬汁和面，不一会儿就
做成了一个‘寿桃’。”褚亚男一边

看着视频一边琢磨——花饽饽这么
好看，孩子一定喜欢。

一个多月用了10袋面

褚亚男的父母从事餐饮行业多
年，平常只要有时间，褚亚男就去
店里帮忙，所以她对做饭并不陌
生。也正因如此，她一度认为做花
饽饽就跟蒸馒头一样简单，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

由于没有老师指点，制作花饽
饽的所有细节，褚亚男都得自己一
点点琢磨。

花饽饽色彩丰富，为了吃着
健康，褚亚男用的染液全部由果
蔬制作而成。红色染液的原材料
是红曲米，绿色染液的原材料是
菠菜……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做
起来却并不简单。起初，褚亚男
以为红色染液的原材料是火龙
果，可做出来的花饽饽却是粉红

色的。“没什么窍门，只能一遍遍
试。”褚亚男说。

和做其他面食一样，要想把
花饽饽做好，面团的软硬程度一
定要恰到好处——面团发得太
硬，不利于孩子消化；发得太
软，又难以定型。光是面团软硬
度这一个要点，褚亚男就摸索了
一个多月。

当时褚亚男是一位全职妈妈，
只有等孩子睡着的时候，她才有时
间研究这些。“那段时间，我像着
了魔一样，每天在厨房里待到凌晨
两三点，一个多月用了 10 袋面，
平均每天消耗五六公斤面粉。”褚
亚男说。

创业开店

褚亚男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终
于把花饽饽做了出来。她把做好的
花饽饽分给亲朋好友品尝，大家都
喜欢得不得了，不少人建议她创业
开店。

褚亚男心动了，但她也清楚，
“要想创业，仅靠眼下这点儿手艺
远远不够。”

听说花饽饽是山东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6 月，褚亚
男又前往山东学艺。“当时孩子还
小，我就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去
了山东，在那边学了两个多月。”
褚亚男说。

回到沧州后，褚亚男马不停蹄
地为创业做起了准备。办手续、做
推广……虽然每天忙忙碌碌的，但
褚亚男乐在其中。

开业前夕，褚亚男花了一个月
时间干了一件“大事”——她做了
一个高 2.33米、直径 1.3米的巨型
花饽饽。“当时，我带着这个花饽
饽到南川楼拍照，好多人都看呆
了。”褚亚男说。

眼下，褚亚男的面食坊里不仅
有各种款式的花饽饽，还有不少家
常面点，比如开花馒头、红糖花
卷。“未来我们还会推出旱碱麦系
列产品，让更多人品尝到花饽饽的
美味。”褚亚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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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亚男制作花饽饽褚亚男制作花饽饽““花束花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