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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落 在 吴 淞 炮 台 湾 湿 地
森 林 公 园 内 的 长 江 河 口 科 技
馆 是 一 座 以 长 江 河 口 历 史 演
变为背景，集科普教育、科学
研 究 和 旅 游 休 闲 等 功 能 于 一
体的科普场馆，设计有 5 个展
厅 51 个展项，按照资源、生态、
科技、人文等板块进行布展。
生 动 展 现 了 河 口 地 区 生 态 环
境知识，采用模拟生态湿地、
实时观测、科研成果展示的形
式，给参观者身临其境的真切
体验，移步换景地引领观众进
入不同的参观体验区。

“温室效应”模拟了海平面
上升对上海的影响，告诉大家
要降低碳排量；“健康河口”展
示理想中的河口面貌，8 个按
钮分别控制模拟从最差到最优
的河口环境情景，提醒人们河
口资源的脆弱；“污水净化”通
过一个大型的模拟水管，展示
了城市污水处理流程及饮用水
净化过程，呼吁人们节约用水。

科技展馆外形犹如一条跃

动的鱼，顶部被大片绿色植被覆
盖，透明拱廊边藏着雨水收集装
置，践行着低碳环保的理念；河口
湿地被搬进了室内，步行在木栈
道上，既能看到真实的芦苇，还能
闻到海水的味道。地下二层的天
花板则是一个鱼池，鱼儿在头顶
游动，光影阑珊，结合身边“探索
号”潜水器，仿佛置身海底。

科技馆还着力打造了一批特
色活动，吸引了众多小粉丝。展

示教育部的蔡丽华介绍说，今年
共启动 4 个特色活动。“河口观鸟
会”请来专家做鸟类知识讲座，
结合公园去实地观鸟。“小生命
培育”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去年，
100 个 孩 子 体 验 了 小 甲 鱼 从 孵
化、饲养到放生的全过程，今年
的培育对象是小螃蟹。此外，馆
方正组织童心画海洋的世界海
洋日活动，下半年还将利用公园
内的材料开展“落叶拼图”活动。

上海市环境教育基地巡礼·郊区篇

一条总长 6.8 公里的木栈道
穿行于草丛间，直通长江岸边，两
边芦苇摇曳，影影绰绰，一片清新
的翠绿。这里是崇明西沙国家湿
地公园，作为上海第一家国家级
湿地公园，它保存了 17 种地质遗
迹和地貌景观。更值得一提的
是，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形成了
一个成熟的生态系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芦苇下
生活着一种平凡却很重要的底栖
动物，它们是淡水域的蛸蜞。蛸
蜞是杂食性动物，除了爱吃芦苇
叶，腐生的物质也吃，在湿地生态
系统起到分解的作用；其排泄物
为湿地提供矿物质盐分，滋养了
水生植被。蛸蜞大大小小的洞穴
不仅使土壤更加松软，在涨潮时
水灌进洞来，也达到了良好的蓄
水效果。湿地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徐忠将蛸蜞称作湿地
的无名卫士，日夜维护着生态系
统的平衡，“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湿
地的草长莺飞”。

可是，蛸蜞面临的威胁从来
没有消失过，湿地公园开放以来，

许多游客热衷于钓蛸蜞。用芦
苇做钓竿，梢上用铅丝扎一片肉
或者串条蚯蚓，很快蛸蜞就上钩
了。2014 年的一篇新闻报道里
提到，当年国庆黄金周 7 天，至少
10万只蛸蜞被钓走。

湿 地 公 园 已 形 成 成 熟 的 生
物链，如果一个链条断裂，整个
生物链就会被破坏，进而对生态
产生威胁。园方无法坐视不理，
一方面组织工作人员，劝阻钓蛸
蜞的游客，驱散私售钓竿的人；
另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让更多
人与蛸蜞近距离接触，了解它的
重要性，从而更多地去关注湿地
的功能。

保护小小的蛸蜞，只是公园
维 护 整 个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的 缩
影。芦苇也是湿地生态系统重
要的一环，既能为鸟类和其他生
物提供栖息之所，又能为它们提
供食物。但如果放置不管，又可
能会变得稀疏不堪。公园采取更
科学的方式——划块收割，确保
芦苇可持续地生长。“游客的生态
保护意识也在增强。”徐忠说，前

几年，木栈道边的芦苇总是被人
们折得七零八落。如今，大家都
知道只动眼不动手，把美景留在
原地。

就是这样，从保护一只蛸蜞、
一根芦苇开始，园方和游客共同
努力维护着整个湿地的生态系

统。如今，在这里常能看到白鹭
与灰鹭齐飞的美景，河道里偶尔
还会有鱼儿跃出水面。迁徙到
来的候鸟、长驻的留鸟——震旦
鸦雀、罕见的中华鲟和“红”色树
林下的“根雕艺术”，共同构成了
一片独特的湿地风光。

一只蛸蜞的生态平衡理念
崇明西沙国家湿地公园从细处着手进行生态修复

西沙国家湿地公园

一片湿地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东滩湿地公园探索自然保护与经济开发双赢模式

位于上海崇明岛最东端的东
滩湿地公园自 2003 年开工建设
以来，一直积极探索自然保护与
经 济 开 发 双 赢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模
式，力求建立湿地保护与合理利
用相结合的国际性生态示范区。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盐碱
地，随处可见的蟹塘里堆满了各
种垃圾和动物粪便。2003 年，公
园启动修复工程，经过十年的治
水、改土、复绿、造景，原本的荒滩
如今满眼绿色。保留原有泥滩的
同时，园区重建了大面积雨水收
集区，蓄水量达 60 万立方米，通
过雨水冲刷洗盐，将原有 10‰的
盐碱水渐变为 1.5‰的咸淡水，大
面积的泥滩和水域也吸引了大量
水涉禽来此栖息和觅食。目前，
东滩湿地公园已完成 1.81 平方公
里范围的环境改造，共建成绿化
面积 27 万平方米，种植苗木 260
余种，湖面面积 35 万平方米，原
始芦苇面积 40万平方米。

候鸟也愿意来歇歇脚。东滩

湿地已成为亚太候鸟迁徙的重
要驿站。据统计，到过公园的鸟
类达 153 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
护动物和濒危物种 14 种，如白头
鹤、花脸鸭、震旦鸦雀等，迁徙过
境单种鸟群总数超过 2000 只。

扬 子 鳄 是 我 国 一 级 保 护 珍
稀动物，生存现状堪忧，野生个
体 不 足 150 条 。 2007 年 和 2015
年，东滩湿地公园分别引入 6 条
扬子鳄，开展扬子鳄野放和种群
恢复研究。通过栖息地改造和
监测保护，引入的扬子鳄顺利地
在东滩湿地筑巢、打洞和繁衍，
如今已经超过 20条。

环境好了，生物多了，游客
纷至沓来。如今每年来东滩湿
地参加各类活动的游客约 20 万
人次。如何协调好人与环境的
关系？公园有两个妙招。

第一，举办各类环境科普宣
传教育，提高游客的生态保护意
识。以去年为例，公园举办了观
鸟节、夜寻扬子鳄、生态小卫士召

集令等 10 余项科普教育活动，其
中观鸟节与夜寻扬子鳄为常年持
续开展的特色活动。

第二，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
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的影响降到

最低。比如，公园内所有河道及
雨水收集区全部在原有潮沟的
基础上改造而成；公园内保留了
大面积的原生芦苇，为候鸟提供
休憩场所，减少人为干扰。

崇明东滩湿地公园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位
于上海最南面、距离市中心 60
公里，面积约 1.6 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 84.3％；植树达 420多万
株，约 350种，被誉为生态天堂。

海 湾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1999
年建园、2009 年开园，原本种
植了一大片竹林，但由于靠近
海边，土壤偏碱性，竹子总是稀
稀拉拉。10 来年努力无果后，
园方决定种植梅花取而代之。
只花了两年，2000 亩的梅园便
成为一大景观，每年举办梅花
节都能吸引约 10万游客。

公园内有 1.2 万亩的森林
不对外开放，而是划为生态保
护区，有专人进行日常培育、修
剪、除虫。生态保护区的养护
每年要花去 1000 多万元，占到
公园总体支出的三分之一。曾
有不少公司想要租用森林做项
目，但一听说要动用生态保护
区，园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养护森林暂时不会产生任
何经济效益，看起来园方是在

做亏本生意，但他们却算了另一
笔环保账：由于这块巨大“绿肺”
的 存 在 ，园 内 负 氧 离 子 数 达 到
2020 个/cm3。空气质量好了，有
更多游客愿意上门，同时，很多动
物也前来安家，包括不少白鹭和
野鸭，这还闹过一些笑话。一些
白鹭飞到周边田里找食物，农民
打电话来抱怨：“你家白鹭又来破
坏庄稼了。”环境基地负责人丁春
花只好无奈地解释：“这些都是野

生白鹭，我们也控制不了啊。”来
往几次之后，农民也理解了，自己
想出一些办法驱赶馋嘴的鸟类。

公园组织了许多以绿色环保
为主题的活动，譬如健康跑、与学
校合作植树护树等等。随着生态
教育的推进，游客的环境意识逐
步提升。刚开园的那几年，游客
散去之后，草地上满是垃圾。如
今，许多游客在游园之后会主动
收集垃圾，并扔到指定的位置。

一片森林的“环保账”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打造城市“绿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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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科普的环保体验
长江河口科技馆让游客亲身感受生态环境的脆弱

长
江
河
口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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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崇明岛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上海重要
的生态屏障，对长三角、长江流域
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生态安全
都有重大影响。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上海市崇明区逐步探索
生态发展的路径。2005 年，上海

市人民政府批准《崇明三岛总体
规划（2005—2020）》，明确了崇明
三岛的功能定位，提出把崇明建
成环境和谐优美、资源集约利用、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生态
岛。

去年底，《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今年 3
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推进
工作大会召开。上海提出要举全
市之力，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使崇明岛成为鸟类的天然
博物馆、候鸟的天堂，推动形成崇
明岛家家户户共建生态岛的氛围

和机制。同时，生态岛建设要真
正惠及当地群众，使广大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

目前，崇明岛已有多家环境
教育基地，无论是在保护生态的
一线，还是环境教育的后方，他
们的努力有目共睹。

崇明区：上海崇明西沙国家湿地公园、东滩湿地公园、崇明生态科技馆

一个生态讲台的互动课
——崇明生态科技馆将生态保护教育常态化

崇明生态科技馆的公告板上
宣布：周六下午 2 点，科学小讲台
又开课了。

这个科技馆并不大，展示区
域面积 2700 平方米，4 个主展区
展示了崇明岛的生态风貌和生态
科技，突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及生
态科技在生态岛建设中的引领作
用。在馆内，最吸引小朋友的莫
过于二楼的“科学小讲台”了。

一杯清水，倒入酱油、醋、洗
洁精、洗衣粉等，搅成黑乎乎的污
水，老师问台下的孩子们：“大家
知道如何把这杯水变清吗？”孩子
们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老师。老
师继续提醒，刚才我们看过水质
净化的一些办法，除了自然净化
外，人工净化有哪些做法呢？孩
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纷纷利用
手边的碎石粒、细沙、脱脂棉、过
滤纸、薄海绵片制作净化装置。

这样的科学小讲台每周举办
一次，课时约 30 分钟，以科普实
验的课堂形式，通过让学生参与

操作实验，了解实验原理并加深
对生态环保的思考。

崇明生态科技馆馆长施永亮
表示，许多环保话题太过宽泛，别
说是小朋友了，连很多大人都不
感兴趣。怎么找到孩子的兴趣
点？馆方构思出相关课题。譬
如，根据大气保护的主题设计了

“发烧的地球”，根据水资源保护
设计了“节约用水”等。

为了让小讲台吸引更多生态
环保小粉丝，馆方还外聘了 11 名
讲解员和 4 位优秀教师来上课。
高校的学者、其他科技馆的讲解员
也成为科技馆的智囊团。小讲台
每周开放约60个座位，场场爆满。

设计之初，有专家给崇明生
态科技馆出主意，展项只有能互
动，孩子才会停留 3 分钟以上，否
则看一眼就走了。用什么样的形
式展现生态科技的内容，馆方着
实动了脑筋。目前馆内共有 81
项 93件展品，95%以上可以互动。

除了展品互动，科技馆还通

过竞赛的形式，为孩子们开展专
题活动。以“我为垃圾找个家”专
题活动为例，30 名学生分为两组
进行对抗赛，模拟生活中产生的
各种垃圾，两组同学需要在规定

的时间对垃圾进行分类。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

施永亮希望在教育引导孩子
同时，也能影响家长们，共同为崇
明的生态保护做贡献。

游客参观崇明生态科技馆

奉 贤 区 作 为 上 海 市 的 后
花 园 ，公 共 绿 化 做 得 颇 为 出
色 ，各 类 林 地 总 面 积 达 30 平
方公里。同时，也是整个上海
PM2.5 最低的区域。近年来，这

个上海的南部区还在不断地修
建 绿 色 生 态 公 园 ，建 设 生 态 项
目，为了它的绿色梦想——创建
上 海 第 一 个“ 国 家 生 态 园 林 城
市”而奋斗。

这 里 不 仅 有“ 学 农 基 地 ”五
四农场、风景优美的碧海金沙、
一 年 一 度 的 庄 行 菜 花 节 ，还 有
上 海 市 环 境教育基地海湾森林
公园。

奉贤区：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宝山区：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上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宝山区绿化面积大，资源
丰富，被称为免费生态氧吧，拥
有不少“生态旅游小镇”。在宝
山区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中，

至 2020 年，宝山区将建成 100 座
公园绿地、100 条区级林荫大道、
100 个市民街心花园、100 公里城
市绿色步道，重点保护 100 棵古

树名木。
除了优美的生态小镇，宝山

区内还有两处环境教育基地，带
给游客不一样的环保体验。

吴 淞 炮 台 湾 国 家 湿 地 公
园的“小九寨沟”是一个矿坑
花 园 ，常 年 保 持 独 有 的 蓝 绿
色 ，废 弃 的 矿 物 质 溶 解 在 水
里，让水体变成了碱性，极少
生物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

公 园 的 前 身 是 一 片 炼 钢
废渣堆场，面积达 40 多万平方
米 。 在 长 达 三 四 十 年 的 时 间
里，给长江和黄浦江的水生态
环 境 以 及 周 边 居 民 生 活 都 造
成了严重影响。

为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宝 山 区 政 府 规 划 在 废 渣 场 建
设湿地公园。公园的生态修复
以钢渣不外运为原则，在钢渣
地上覆盖了一米多厚的土壤，
并根据植物生长的需要，将钢
渣与种植土进行不同配比的混
合。经过一次次试验，终于使
100 多种绿色植物成功生长，
如今已绿树成荫。

公园还因地制宜进行环境

教育。黄浦江涨潮时会带来不少
垃圾，退潮时就将它们留在湿地
上 ，包 括 塑 料 瓶 、救 生 衣 、死 鱼
等。为此，园方每天安排 8 个人
专职清理垃圾，平均每个月要收
集 6~8 吨垃圾。园区的讲解员在
普及动植物知识的同时，也会把
垃圾污染的故事讲给游客们听。
有些企业得知此事，主动申请帮

忙捡垃圾。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公

园内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生物多
样性显著提升，现有各类湿地植
物 108 种、鸟类 144 种。最近，矿
坑花园上游水的颜色淡了不少。
园方负责人高兴地说：“这是一个
好兆头，说明生态环境正在慢慢
恢复。” 蔡新华 陆彧童

一个矿坑的自我救赎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变废渣堆场为热门景点

吴
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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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湿
地
公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