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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野生动物栖息地更让野生动物栖息地更““宜居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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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发布《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
（第一批）》，保护了 82.36%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种类。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括苍山兽类鸟类及爬行
类重要栖息地与玉环市漩门湾湿地候鸟重要栖息地被
列入名录。

近年来，台州市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
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工程，野生动物栖息
地不断扩展、优化，生境日益提升，有效促进了台州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据了解，台
州市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108种。

修复栖息地环境，合理规划减少对候
鸟干扰

每年 9 月到来年 3 月，是候鸟越冬的时间，也是漩
门湾湿地公园负责鸟类监测观察的陈严雪最忙碌的时
候。每天，他都带着“长枪短炮”，寻找视野较好的地方
观测鸟类。“台州处于东亚至澳大利西亚的迁徙带上，
每年都有鸻鹬类或雁鸭类候鸟在这边越冬或是过境，
它们会在合适的生境停歇补充食物。”漩门湾湿地公园
科普宣教科副科长陈严雪说。

在湿地公园科普馆的实时监控处，可以监测湿地
公园各区块鸟类的栖息情况。2021 年，园区首次观测
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勺嘴鹬。这
是漩门湾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优良、适合鸟类栖息的最
好证明。而要做到这点，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外，
园区通过人工干预，营造环境去适应各类候鸟，也是
关键。

“近几年，湿地公园进行了候鸟栖息地系列修复工

作，以营造鸟类的不同生活环境。”漩门湾湿地公园科
普宣教科科长吕华表示。

比如，漩门湾湿地公园内修复打造的人造浅滩，
变成了候鸟们最常“光临”的栖息场所之一。“如果没
有进行生境修复，这些区域就没有宽阔的水域，也没
有裸露的浅滩和光滩，候鸟就没办法在此栖息。我们
恢复这片区域，让候鸟的可栖息面积增大，容纳更多
候鸟的‘光临’。”陈严雪说。

除了打造和维护候鸟栖息地环境，湿地公园还通
过实时监控以及控制游客游玩路线的方式，减少对候
鸟的干扰。

目前，漩门湾湿地公园监测到的鸟类种类约 272
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共有 54种。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力度，开展巡护并
及时记录物种

如果说玉环市漩门湾湿地公园是鸟类的天堂，那
么，面积约 2701 公顷的仙居县括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则给了兽类、鸟类、爬行类动物一个共同的家。

“仙居县境内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有多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仙居县生物多样性资源保
护中心工作人员徐润东说。

茂密的植被，良好的生态，括苍山自然保护区为野
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良好保障。这里也成为浙
江省仅存的几处中华斑羚野外种群分布集中区之一。

“经过几年的调查，发现浙江省境内只有丽水市莲
都区和仙居县括苍山有分布中华斑羚种群。从目前数
据来看，仙居县是华东地区中华斑羚最密集的分布
区。最近两年，我们也开始做中华斑羚种群及栖息地
保护，还有遗传多样性研究等方面工作，对中华斑羚种
群的繁衍及保护有重要意义。”徐润东表示。

近年来，为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生态保护工
作，仙居县在人力、物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应天豪是括苍山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每天
他会和同事一起，跋山涉水，穿梭在茂密的丛林之间，
记录林间的点点滴滴。“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如有发现
未记录的野生动植物，就会拍照记录并向上级汇报。”
应天豪告诉记者。

除了记录发现的野生动植物外，更多的时候，应天

豪还在守护保护区的安全。从检查基础设施是否完
善，到森林防火，再到劝阻驴友或盗猎者进入保护区，
日复一日，看似枯燥，应天豪却乐在其中。

记者从仙居国家公园管委会了解到，除了安排护
林员每天巡山外，管委会还发动附近村落的村民，共同
参与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用数字技术进行可视化监测，为物种
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在保护区内的空气自动监测站，每天都在实时记
录着保护区的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各项指标。“这
些数据不仅能实时监测保护区内动植物的生长环境，
也为我们今后开展物种保护提供数据支撑。”仙居县生
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中心副主任顾婧婧表示。

保护区建设空气自动监测站，运用数字技术加强
生态保护和研究。通过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大屏，整个
保护区地形分布尽收眼底，这套于 2023 年上线的智能
监管系统，集聚了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森林防火、入
区人员管控可视化等各项功能。

“我们共有 55 台监控。如果有偷猎、偷盗等情况出
现，我们就会派巡护人员去锁定点位。”顾婧婧说。

除了加大基础投入力度，提升管护能力外，括苍山
自然保护区还致力于科研监测研究，为保护区资源保
护提供理论支撑。

“我们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中心、生态环境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台州学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交流合作，借力借
脑，聚集了一批专业人才投入科研监测工作。”顾婧婧
表示。

目前，保护区建有 3 个面积约 1 公顷的生物多样性
长期监测样地，20 条动物监测样线，设置红外相机 452
台，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研究成果丰硕。目前，括苍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区域共记录到动物 307种。

“跻身国家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为
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更大动力。接下来，我们将以
数字化提升工作为载体，持续加大管护能力建设力度，
以重要物种抢救性保护为重点，持续推进保护区科研
监测，鼓励公众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顾
婧婧表示。

漩门湾湿地公园内的国家一级重点漩门湾湿地公园内的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黑鹳与琵鹭保护野生动物黑鹳与琵鹭。。 林长春摄林长春摄

美丽共建

本报讯 走进江西省靖安县璪
都镇港背村，村民正忙着晒腊肉、备
年货，喜庆又热闹。这几天，港背村
村民吴竹华算了下 2023 年全年收
入，比预期增加近 5 万元，心里乐开
了花，而这得力于当地好生态带动
旅游业的发展。

毗邻九岭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港背村，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
率达 95.7%。20 世纪 90 年代，村 民

“ 靠 山 吃 山 ”，大 发 竹 木 财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万 元 村 ”和 小 康 示 范
村 。 然 而 ，过 度 砍 伐 给 港 背 村 带
来 短 暂 富 裕 的 同 时 ，也 带 来 水 土
流失等问题。

“生态破坏后，每到雨季，山洪
就暴发，山脚下农田年年被冲毁。
而且，过去常见的中华秋沙鸭等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也 难 觅 踪
迹。”港背村党支部书记吴竹林介
绍说。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为响应国家
封山育林号召，靖安县全域禁伐阔
叶林，港背村村民没了“靠山”，年轻

人纷纷外出务工，曾经的“万元村”
逐渐变为“空巢村”。2015 年，港背
村被列入省定贫困村。

近年来，港背村在深入调研基
础上达成共识：港背村优势在生态，
潜力也在生态。要想富，还得“靠山
吃山”。不过，这次要践行“两山”理
念，走绿色发展之路。

2021 年，港背村充分发挥生态
优势，将闲置土地、河道经营权通过

“两山”平台进行流转，并吸引乡贤
返乡投资发展旅游产业。

2023 年 8 月，玛瑙岩森林小镇
正式营业，其中竹筏漂流短短 4 个
月就获旅游收入 40 万元，并带动当
地和周边村民 104人就业。

同时，港背村还依托近百年养
蜂 历 史 的 优 势 ，通 过“ 合 作 社 +农
户”模式，做大做强产业。目前，港
背村年产百花蜜 1.25 万公斤，产值
超 120 万元。村民刘煌平说：“由于
生态环境好，我们产的百花蜜纯度
高、营养丰富，价格是普通蜂蜜的两
倍。”

此外，港背村还种植白茶、油
茶，其中仅白茶产业每年就可为村
集体增收 20多万元。

依 托 生 态 资 源 ，发 展 绿 色 产
业。港背村，由曾经的省定贫困村，
变成了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在生
态致富路上越走越宽广。

张林霞 刘菁菁

由省定贫困村变乡村振兴示范村

港背村生态致富路越走越宽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
政厅日前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152668
万元，用于其他自然保护地、重点野
生动植物保护、森林保护修复、生态
护林员补助等方面支出。

其 中 ，其 他 自 然 保 护 地 支 出
7482 万元，主要用于新疆境内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分局和管理
站能力提升，支持开展生态环境监
测、重点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工作。

重 点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支 出
2077 万元，主要用于境内国家重点

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支持雪豹等
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调查、野马人工
繁殖和鸟类环志站建设、古树名木
抢救复壮和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等。

森 林 保 护 修 复 支 出 114158 万
元，主要用于经国务院批准的天然
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确定的森林
资源保护管理和修复，支持管护站
基础设施配套、智能管护、综合生态
修复、保护成效监测等方面。

此 外 ，生 态 护 林 员 支 出 28951
万元，主要用于选（续）聘人口参加
林草资源管护生态护林员补助。

杨涛利

新疆助力林草生态保护恢复
财政下达 15亿元资金支持

从“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成为“高品
质的美丽海湾生活区”，如今，五缘湾片
区的生态系统更稳定、也更有活力。湿
地公园内，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规模
不断增长，候鸟从最初的 50 多种增加到
90 多种，其中，鸬鹚和栗喉蜂虎的群体
数量呈倍数增长。

厦门市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主任蔡
立波认为，栗喉蜂虎数量增多，和它们的

“伙食改善”关系密切——五缘湾生态修
复，使片区昆虫增多，栗喉蜂虎的捕食对
象增多。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更好了。通过治
理，近岸海域空气质量以及水环境质量
始终保持在优良水平，近岸海域水质量
一直在Ⅱ类以上。

周边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更强
了。市民可以在长 2000 米沙滩上享受
闲暇时光；在 8000 米环湾步道上跑步运
动；在 99 公顷湿地公园享受自然；在帆
船上与大海对话……

五缘湾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
动能，大力发展以海洋文旅、生态康养为

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打造总部经济集聚
区，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里聚集
了戴尔、恒安、乔丹等 300 多家企业总
部 ，湖 里 创 新 园 区 入 驻 企 业 就 有 6000
家。这 里 的 游 艇 会 ，是 当 前 国 内 最 为
活 跃 的 游 艇 产 业 集 聚 区 之 一 ，2023 年
游 艇 帆 船 出 海 旅 游 游 客 达 60 万 人

（次），聚 集 游 艇 产 业 企 业 近 百 家 ，包
含 游 艇 设 计、生 产、展 示、销 售、养 护、
旅 游 等 ，并 由 此 延 伸 到 高 端 酒 店 、商
业综合体等文旅产业。

回望过去，王达感慨，如果当年选
择 将“ 烂 潮 滩 ”填 平 卖 地 ，获 得 的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生 态 效 益 以 及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质 量 将 远 低 于 当 下 所 获 。
绿 水 青 山 ，为 五 缘 湾 带 来 经 济 新 增 长
点 。“ 我 们 正 在 从 当 年 的 决 策 中 持 续
获益。”王达说。

“湖里区最大的资源就是生态。”王
达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湖里区对高污
染企业实施一票否决。未来，这里将继
续探索创新更活的机制，以更高水平的
保护，支撑更高质量的发展。

““两山两山””理念引领厦门五缘湾从滩涂中崛起理念引领厦门五缘湾从滩涂中崛起

昔日昔日““烂潮滩烂潮滩””今朝今朝““会客厅会客厅””
◆◆本报记者陈妍凌本报记者陈妍凌

龙年春节前夕，记者来到福建省
厦门市五缘湾，只见湾外碧海连天、白
帆点点，湾内绿树高楼、长桥卧波。很
难想象，这里在 21 世纪初，还被认为
是“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2024 年年初，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公示了全省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厦门市同安湾湖里段（五缘湾）位列其
中。短短 20 多年，五缘湾是如何成为

“城市新客厅”的？
厦门市湖里区常委、副区长王达

说：“五缘湾的生态修复和综合开发，
是一个过程完整、连续性强，前后反差
大、成熟度高的案例。”历经 20 多年，
这里实现了从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到产业融合
发展，从恢复绿水青山到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跨越。

整治“烂潮滩”：填平卖地，还是生态修复？

五缘湾片区位于厦门岛东北部，占
地面积 10.76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7.05
平方公里，涉及 5个行政村。

过 去 这 里 以 农 业 为 主 。 自 20 世
纪 40 年 代 起 ，经 过 4 次 筑 堤 、围 垦 ，
成 为 晒 盐 场 、海 水 养 殖 场 ，甚 至 垃 圾
场 。 内 湾 水 污 染 严 重 ，水 体 质 量 下
降 ，外 湾 海 岸 线 长 期 被 侵 蚀 ，形 成 大
面 积 潮 滩 ，一 度 被 称 为“ 烂 潮 滩 ”“ 不
适合居住的地方”。

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还伴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的落后。2003 年，这里的
人 均 GDP 只 有 厦 门 全 市 平 均 水 平 的
39.4%。

居民要生计，社会要发展。这片
“烂潮滩”该何去何从？21 世纪初，人
们对此曾存在争议。最快捷的一种方
式是加宽海堤，把围起来的滩涂直接填

平造地，此举能够迅速产生效益。另一
种方式是还原海湾旧貌，但清理淤泥工
程量颇大，且花费甚巨。

“面对选择，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广
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厦门市政协原副
主席潘世建曾对媒体说。

彼时，五缘湾片区虽然环境差，但
经过专家分析，当地生态基底较好，因
此，建议坚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尽可能保留原有的生态肌理和生
态资源。

王达认为，在那个年代，倘若选择
第一种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策
者们高瞻远瞩，按照“厦门市要在福建
生态省建设中当好排头兵”的要求，坚
持生态优先，于 2005 年成立五缘湾片
区开发指挥部，加快推动片区生态修复
和综合开发。

城市新客厅：宝贵地块留给生态、公众和文化

久久为功，锲而不舍，如今的五缘
湾已经成为厦门新客厅、美丽新海湾。

在生态修复方式上，五缘湾片区坚
持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打造生
态海湾。一方面，注重自然保护、自然
恢复，为保护 500 多棵朴树及其原生生
态系统，当地甚至在规划中让天圆桥的
道路“绕道”以实现避让；另一方面，注
重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海一
体化保护，将海洋作为重要要素，通过
拆除海堤，截污、清淤疏浚，引入海水增
加纳潮量，搞活水体。同时，通过建设

湿地公园和十几座无人小岛、保护区
等 ，提 高 整 个 生 态 系 统 的 活 力 和 稳
定性。

在治理机制上，五缘湾片区坚持重
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相贯通，打造幸福海
湾。当地实施生态环境导向的片区开
发机制，建立了以生态修复作为重点攻
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以及
产业融合发展一体推进的片区开发大
协同治理机制。

“建设中，我们坚持把最好的资源
留给生态、留给公众、留给文化。”王达

说，沿岸最好的地块被用于建设湿地公
园、医院、学校、公共活动空间等，让更多
人能够共享美好生态环境。“我想这也是
城市新客厅最朴素的含义。”王达说。

在治理体系上，五缘湾片区坚持外
部 约 束 和 内 生 动 力 相 同 ，打 造 和 谐 海
湾。除了依靠最严密的法治作为生态环
境保护的保障外，当地也注重探索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以五缘湾片区作为开
放的自然学堂和鲜活案例，联合高校、社

会组织等开展各种研学，增强市民以及
游客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

同时，运用市场手段，创新涉海资源
利用服务机制、成立片区运营平台公司，
形成在保护中规范发展的格局，让经济
收益反哺片区生态保护，形成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相促进的良好内循环，
从而凝聚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力量，
激 发 全 社 会 共 同 呵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内
生动力。

从当年决策中获益：绿水青山带来经济新增长点

本报讯 周末，天气格外晴朗，天
津市蓟州区盘山滑雪场雪具大厅里挤
满了冰雪运动爱好者。

“听说蓟州的冰雪旅游办得挺
火，趁着周末带孩子体验一下，享受
冰雪的乐趣。”来自天津市中心城区
的周女士说。

“自营业以来，雪场客流量日均
保持在 1500 人（次）左右，周末可达
3000 人（次），总人数相比去年增长
约 30%。”盘山滑雪场负责人孙宏伟
告诉记者，近段时间雪场热度呈持
续升温态势，总收入比去年同期也
增长了约 20%。

近年来，蓟州区把大生态保护
作为立区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
源，全力在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典范城市上下功夫，先后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良好生态环境为冰雪产业发
展提供了坚实基底。

全区建有 3 个大型雪场，并且
还在多个大型景区设有冰雪项目。
2023 年 12 月，仅三大滑雪场，就累
计实现单月收入 300多万元。

“蓟州的冰雪经济还有很大潜
力。我们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为
游客营造良好环境，吸引更多人加
入冰雪运动。同时，做好雪场水资
源循环利用，落实垃圾分类规定，真
正推动冰雪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
动。”孙宏伟说。

任效良张永乾 周丽华

天津蓟州深挖冰雪经济潜力

从“冰天雪地”收获“金山银山”

时间：2024 年 1月
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南水北调西段生
态公园
场景：寒冬时节，金黄色的蜡梅绽放，
散发淡淡清香，不仅引来人们踏雪寻
梅，红嘴蓝鹊也闻香而来。吴贤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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