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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金振伟）昨日，洛阳网
网友“醉忘书”在洛阳社区上发帖称，当日9时40分许，
有一只野鸟飞进朋友所在的单位，之后就再也飞不动
了。该网友将野鸟的照片发在论坛上，向大家请教是什
么鸟、如何救助。

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市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处鸟类
专家王文博。仔细比对照片后，他表示这是一只夜鹭，

是水鸟的一种，属于省级保护动物，已被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从体态上看，这只夜鹭仍处于幼鸟期，尚不能
完全自主飞行。

王文博说，每年3月至6月，大量的野生鸟类会从南
方迁徙到我市，在洛河、伊河等流域繁衍。2005年以来，
随着植树造林工作的深入推广，我市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加之市民保护动物意识不断增强，来我市繁衍的珍
稀野生鸟类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黑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的身影。

“目前正值我市野生鸟类繁衍的重要时期，对它们
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王文博说，不少市民对野生鸟
类的救助存有误区，一些好心市民发现野生鸟类后认为
将其放生大自然是最好的方式，殊不知不了解野生鸟类
的特殊生活习性，盲目放生可能对鸟类产生二次伤害。
若将野生幼鸟放生，这些幼鸟会因缺乏采食技巧，不利
于今后生存；如果一些野生鸟类身上带有病毒，市民在
救助过程中自身也有受到伤害的危险。

王文博建议，市民在发现野生鸟类时，最好交给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或王城公园等专业动物保护部门进
行救助。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救助电话：65298466。

目前正值鸟类迁徙、繁衍期，专家建议市民——

发现受伤野鸟，请交给动物保护部门

本报讯“想不到护瓜网鸟不当，也触犯法律。看来
我们必须学法、懂法，才能实现致富梦。”连日来，这句话
成了洛宁县河底镇茶坊村家喻户晓的“警言”。

事情得从2012年4月说起。该村村民张某在其租
种的田里种了3亩西瓜。由于当地麻雀等小鸟特别多，
它们经常啄食秧苗，张某买来粘网，在自家田地四周筑
起了一道黑色的“保护网”。谁知，“保护网”没有“网”

住麻雀，却“网”住并困死了7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
鹰。

案发后，该县森林公安民警赶到现场，没收了粘网，
并将张某刑拘。日前，该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的行为
属非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依法判处张某有期徒刑
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姜春晖 冯合理）

一村民被判处刑罚

护瓜网小鸟 困死猫头鹰

重拾梦想，坚持就是成功
12日晚，当记者看到张国强的QQ上线时，已是午

夜。张国强说，作为保安队主管业务的副大队长，他要
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工作。

张国强打字速度很快，对记者所提问题回答很有
条理。从1994年至今，张国强已经在保安行当里干了
20个年头。这20年里，他从一名普通保安，到队长、
副班长、班长、中队长、副大队长，职务一路晋升，各方
面的能力当然也得到了锻炼。他说，这一切都源于自
己儿时的梦想。

张国强 1974 年出生于汝阳县十八盘乡汝河村。
1990 年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高中，开始外出打
工。水泥厂、砂石厂、建筑工地，起初的两年时间里，他
尝试了多种工作，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1994年，他被北京一家保安公司录用，经过一个
多月的训练后，成为北大保安大队的一员。在北大校
园，与他同龄的学子们在教室学习的场景，唤醒了他埋
藏于心底多年的梦想。“小时候，上清华、北大就是我的
梦想，”张国强说，“时间不等人，当这个梦想再次被点
燃，我决定要抓住不放。”

张国强的父亲张武娃说：“国强自小就很能吃苦，
当年村里有不少年轻人和他一起去北京当保安，可没
过多久，一半人都感觉太辛苦就回来了。”在繁忙的保
安工作以外，张国强还要克服基础差、起点低等困难加
强学习，他付出的比常人更多。

张国强挤出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给自己定下了
“每天必须学习4个小时”的目标。每天黎明、深夜或
他不值勤时，同事们总能看到他埋头苦读的身影。疲
惫并没有阻止他追求梦想的决心，一次考《经济法》的
时候，他实在太困了，睡了20分钟又开始继续答题。

“有时候看到同事们在业余时间看电视、打篮球，
我心里也痒痒的，但只要想起自己在水泥厂打工时的
情景，我就能咬牙坚持学下去。”张国强说。

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2001年，他拿到了北
大法律自考大专文凭。成绩给了他更多的信心和动
力，2005年，他取得了清华大学法学本科和中央党校
经济管理本科文凭；2007年10月，他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获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0年10月，他取
得了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提升自己，命运步步改变
谈起自己学习的动力，张国强坦言：“最早我只是

为了能够多赚钱，改善生活条件，不再出苦力。”如今，
他已是领导500多名保安的北大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他的语言表达、事务处理、组织和交际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
高，这些收获是他没想到的。随着职务的晋升，他开始着手
保安队伍培训管理、重大安全隐患处理、大型活动安保任务
等工作。

2008年奥运会，张国强以北京体育大学奥运安保团负
责人的身份，带领387名队员进驻奥运场馆。他的团队肩负
着9个训练场馆、1个奥运之家、2个运动员公寓的安保任务，
对他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张国强的带领下，队员们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张国强本人也在这次安保工作中荣立“个人二等功”。

把工作当事业，自能人生出彩
从“草根”走向成功，学有所成的张国强成为许多企业追

逐的人才，而他却依然坚守在保安岗位上，这让许多人感
到不解。而张国强认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能够在最
需要自己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工作中的张国强身先士卒，有时一天工作近20个小
时，却从来没有叫过苦。去年夏天，张武娃带着孙子到北
京看望张国强，才知道了儿子的辛苦。

“在北京的时候，国强每天早上5点多就出门了，有时
候忙到深夜才回家。”看着儿子每天忙碌地工作，老人感
到很欣慰，“我跟国强说，只要能出色，干什么都一样。”

由于工作出色，张国强多次获得北大和北京保安系
统表彰；2012年，他还荣获北京市公安局授予的“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

“以前，我听到很多人说，保安就是看大门，脸难看、
门难进，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张
国强说，“全国现在有几百万的保安，这个行业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我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投入这个行
业。”

近20年来，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同事和乡亲也走上
了边打工、边求学之路，一些家长还主动把孩子送到保安
队，想让孩子跟着张国强学习。

“现在人们都在讨论中国梦、个人梦，从事保安行业
近20年，能够继续为社会和人民的平安做出贡献，就是
我的梦想。”张国强说。

本报见习记者 郭秩铭

汝阳青年农民张国强在北大边当保安边学习，先后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和企业法律
顾问执业资格证。他的励志故事，近日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

一名洛阳籍保安的追梦与出彩

北大保安“集体逆袭”成新近热闻，当中有洛阳籍的副
大队长张国强，让我们引以为豪，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
亲可信的观察样本。

张国强，从只有初中学历，到拥有北大法律自考专科
证书、清华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证、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
毕业证、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北大保安“站着
上大学”的故事，是一部真实发生的“励志大片”，给人以诸
多启示——

启示一：起点不能决定终点。张国强的起点并不高，
可他始终怀有积极向上、拼搏圆梦的勇气和志向，始终朝
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迈进。梦在心中，路在脚下，二者
合成了人生出彩的驱动力。

启示二：学习让人升华。张国强的学习历程，展现了

“继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价值。让学习成为健康
生活方式，让每个人的价值体现最大化，应是人们不懈学
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启示三：行行出状元，只要肯登攀。在平凡的保安岗
位上，张国强取得不平凡的业绩。究其根源，是他始终热
爱自己的岗位，并愿意为此不断学习钻研。在社会日益开
放多元的今天，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肯登攀，都能闯出
一片天。

感悟了这样一
部活生生的“励志
大片”，我们是不是
也 应 该 有 所 行 动
呢？

活生生的“励志大片”

昨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过去20年里，北京大学保安队先
后有500多名保安边工作边学习，获得大学或者硕士研究生学历。

在众多报道中，都特别提到北大保安队副大队长——汝阳青年农民张国强先后取得大专、本
科、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等多项学历、资质证书的传奇故事。

2009年4月22日，本报曾以《他在首都为河南人争光》为题，对张国强的成长经历进行过报
道。时过4年，这位走出深山、生活在京城的有志青年，又有哪些新鲜事呢？12日晚,本报记者通
过QQ对张国强进行了采访，昨日又到他的老家汝阳，从其家人那里听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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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醉忘书”在洛阳社区中发的野鸟照片

张国强在北大校门口（本人提供）

国内部分网络媒体和本报刊发的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