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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合阳县严格执法，推动全民参与湿地保护；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了湿地保护和经济发展和谐共赢

“诗经之乡”的“地球之肾”保卫战
◆本报通讯员雷军红

“一到秋冬时节，湿地里机器轰
鸣，割芦苇的、烧芦苇的、捕鸟摸蛋的，
什么人都有。有的鸟受到惊吓飞走
了，有的鸟就被烧死了。”回想起以前
洽川湿地里发生的情况，陕西省合阳
县洽川镇莘里村委会主任潘朝阳仍记
忆犹新。

洽川湿地是合阳县黄河湿地中最
大的一块湿地，对于合阳县洽川镇黄
河沿线一带的群众来说，这块湿地在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曾起到过重要

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湿地
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人进湿退，导致湿地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并成为合阳建设生
态文明过程中面临的一道难题。

为根治湿地资源遭到破坏而带来
的 创 伤 ，合 阳 县 发 起 了“ 护 肾 ”行
动 。 到 目 前 为 止 ，全 县 共 清 理 恢 复
湿 地 面 积 1.3 万 多 亩 ，其 中 夏 阳 片 区
湿 地 清 理 工 作 已 完 成 总 任 务 的 90% 。
当 地 政 府 正 按 照“ 保 护 优 先 、科 学 规
划 、合 理 开 发 、永 续 利 用 ”的 思 路 ，杜
绝 损 湿 还 耕（指 把 湿 地 开 垦 成 耕 地），
引导湿地转型。

大量的人为活动对洽川湿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湿地保护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黄河湿地保护面临难题

合阳县洽川镇地处黄河中游，由
于湿地资源丰富，近些年来，当地围绕
湿地、水等资源进行开发，逐步形成以
鱼塘、荷塘、畜牧业等产业为主的产业
格局。尤其是不可再生的天然湿地，
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风水宝地。

“洽川湿地为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了 支 撑 ，但 大 量 的 人 为 活 动 对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也 带 来 了 严 重影响。”陕
西省合阳县洽川镇莘里村委会主任潘
朝阳这样表示。

据了解，以往每年一到秋冬季节，
一些人为了捕鱼、捕猎野生动物便利，
便放火焚烧湿地内的芦苇。还有人为
了扩大莲藕种植面积，对湿地里的芦
苇进行砍伐或焚烧，导致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遭到破坏，对湿地生物的生存
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地一
些人对湿地进行过度开垦，也对湿地
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破坏。

“由于湿地周边群众土地少，随意
开垦湿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保护
湿地与发展地方经济之间的矛盾比较
突出。”这是潘朝阳的感受，也是许多
当地人的感受。

在洽川湿地附近，类似莘里村这
样的村子还有不少。

洽川镇夏阳村境内的夏阳瀵是洽
川湿地水资源最 为 丰 富 的 地 方 。 50
多岁的村民谢大叔家距离此地不到
1 公 里 ，他 说 ，以 前 附 近湿地的水面
很宽阔，但随着湿地的开垦，水面就不
断缩小。

对夏阳村来说，损湿还耕是全村
经济的重要支撑。一位知情人说，过

去人们在湿地内乱挖、乱占、乱承包、乱
开发的现象并不少见，湿地保护一度处
于无序现状。而在洽川镇下辖的王村、
北菜园、南菜园、南义、莘里、莘野、申东
等行政村，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不仅是洽川湿地，合阳县整个黄河
湿地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而数据更能说
明湿地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

2012 年 11 月，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
中心技术人员向媒体透露，经过 21 年的
动态监测，他们发现合阳黄河湿地芦苇
面积减少 30%，近 4年尤为严重。

据介绍，大规模的天然湿地开垦使
得荷塘、鱼塘、耕地在湿地中所占比例大
幅上升，由 1990 年的 12.1%增加至 2011
年的 42.9%，芦苇、河漫滩、河流所占比
例则由 1990 年的 86.6%下降至 2011 年的
54.9%。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了显著
变化，即由天然湿地占主导逐渐向人工
湿地占主导的格局转化。

潘朝阳认为，人们在从湿地中获取
暂时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应忽视湿地面
临的环境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好洽川
湿地的“健康”，值得思考。

对于靠湿地生活的当地群众来说，
要保护湿地，就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
地：一方面，损湿还耕可以让群众拥有发
展农业生产必需的耕地；另一方面，损湿
还耕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湿地生态
环境恶化。

而对于当地政府部门来说，要恢复
和保护，不但要面对 25 万亩湿地保护的
艰巨任务，也面临着诸如执法力量严重
不足、湿地恢复补偿资金难以落实等难
题，也因此导致保护湿地、恢复湿地与发
展当地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社会各界的紧急呼吁下，合阳发起大规模恢复保护黄河
湿地的行动，对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联动打出保护“组合拳”

面对湿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状
况，人们如坐针毡。

其实早在 2004 年 3 月 22 日，陕西
当地媒体就曾对合阳县黄河湿地乱开
发一事进行过曝光，当年《中国环境
报》也以图片新闻的形式对人们在湿
地里焚烧芦苇导致野生鸟被烧死的事
件进行过报道。看到报道后，当地政
府迅速召集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制止
了破坏湿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并处理
了相关责任人。

2012 年 11 月，陕西省农业遥感信
息中心发布了“合阳黄河段湿地遭到
严重破坏”的报告，引起了时任陕西省

副省长祝列克的高度重视，他为此专门
做出“请省林业厅和水利厅采取必要措
施，保护好重要湿地”的批示。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保护湿地，合阳
县人民政府早在 1996 年就成立了黄河
湿地巡查站；2005 年 11 月，合阳黄河湿
地升格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8 年，相
关部门在王家洼、洽川建立了湿地保护
站；同年，合阳黄河湿地被列入省级重要
湿地保护名录。

2009 年，随着第 4 批内需预算内投
资计划的下达，渭南市上报的“陕西黄河
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建设项
目”中央投资 579 万元全部下达到位，其

铁腕治理湿地之后，合阳县通过制定管理新政、生态修复、发
展绿色产业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多方共赢

以保护带动绿色发展

在合阳，湿地 产 业 是 当 地 许 多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支 柱 产 业 ，全 县 有 1 万
多 人 从 中 直 接 受 益 。 在 恢 复 湿 地 过
程 中 ，如 果 工 作 做 不 到 位 ，就 有 可 能
前功尽弃。

针对这个问题，合阳县采取“谁发
包、谁清理，谁负责、谁恢复，谁建设、谁
拆除”的做法，抽调相关部门以及相关镇
负责人，深入湿地沿线 8 个行政村召开
座谈会。同时，根据农业生产条件，为农
民出谋划策，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道，解
除后顾之忧。

“保护湿地是每个 人 的 义 务 ，有 了
好 环 境 ，经 济 才 能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
在合阳县洽川镇经营泳装店的老板谢
建中说。

“对于乱垦、乱牧、乱伐、滥捕等破坏
湿地的行为，早就该好好管管了。”作为
村委会主任，潘朝阳对合阳县清理湿地
的行动给予了积极响应。

据了解，从 2011 年 起 ，合 阳 县 多 部
门 组 成 联 合 执 法 组 ，对 黄 河 沿 线 乱 占
湿 地 的 行 为 进 行 了 全 面 清 理 ，湿 地 办
工作人员大都吃在湿地、守在一线。

据了解，在整个清理过程中，全县共
出动执法人员 1000 余人（次）、车辆 500
台（套），打击破坏湿地资源违法行为 50
余起、设立湿地保护监察点 15 个。近 4
年来，全县共清理恢复湿地 1.3 万亩，湿
地内越冬鸟类种类和数量分别较 2010
年新增 2%和 15%。最终，合阳理顺了湿
地保护管理机制。

铁腕治理湿地之后，如何让沼泽之
地发光发热？“万顷芦荡、千眼神泉、百种

珍禽、十里荷塘、一条黄河、秦晋相望”的
湿地美景告诉了人们答案。

总面积达 193 平方公里的合阳县黄
河湿地，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国际候鸟的
主要栖息地之一，也是我国内陆候鸟迁
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

而拥有 165 平方公里、40 处大小河
心洲的洽川湿地资源更为丰富，涉及的
就业人数众多，为遵循“保护优先、合理
利用”的原则，合阳通过制定管理新政、
进行生态修复、发展绿色产业等一系列
措施，实现了多方共赢。

湿地保护与产业发展在合阳并不是
绝对矛盾，而是相互 促 进 的 生 命 共 同
体 。 已 有 82 岁 高 龄 的 陕 西 省 合 阳 县
原 林 业 局 局 长 金 振 华 是 合 阳 黄 河 湿
地 保 护 的 先 行 者 ，他 曾 进 行 过 多 方 调
查研究，认为要恢复湿地原貌，柽柳是最
佳的种植树种。

金振华说，柽柳是一种经济树种，嫩
枝及叶可入药，老枝可编制筐、篮、篓等，
老树桩可制作盆景，根部寄生的肉苁蓉
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即便是在重度盐
碱地也能很好地生长，而这片湿地正适
合种植柽柳。

合阳县林业局副局长、湿地办主任
乔俊杰说，合阳在推动湿地植被恢复与
群众致富实现双赢的同时，目前已成功
示范种植柽柳 1200 亩，这不仅可以加快
退化湿地植被的生态恢复，也为湿地野
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并增加
了群众收入。

据合阳县林业局湿地办助理员薛文
奇介绍，按照省市湿地保护要求，在管理

在合阳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湿地保护已成为不可或缺
的内容，并成为推动全县绿色发展的引擎

全民营造“生态圈”

在恢复和保护黄河湿地的过程中，
合阳黄河洽川湿地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容
颜，并吸引人们在这里留下了一连串保
护湿地的足迹：

——2011 年 3 月，以“保护母亲河”
为主题的陕西省保护母亲河行动在合阳
黄河湿地主会场启动，近千名青年志愿
者栽下各类苗木 2000 余棵。

——2012 年 4 月，“保护母亲河—卡
尼尔青年林陕西合阳项目”在洽川湿地
揭牌，重点通过支持基层开展植树活动，
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环保实践。

——2013 年 6 月 ~7 月 ，央 视《地 理
中 国》 、《走 遍 中 国》栏 目 组 举 办 的

“ 大 美 中 国·寻 找 最 美 中 国 湿 地 ”摄 制
组 先 后 深 入 洽 川 拍 摄 专 题 片 ，寻找最
美湿地。

——2014 年，合阳出台了全县中小
学生湿地保护宣教 3 年计划，力争使更
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列中
来。

……
此外，在每年的“5·19”中国旅游日

期间，合阳县还连续举办“保护湿地、关
爱洽川”万名志愿者签名活动，在全县形
成了了解湿地、关心湿地、重视湿地、参
与湿地保护的浓厚氛围。

为了让人们了解更多关于湿地保护
的知识，合阳县湿 地 办 还 创 办 了《合 阳
湿 地》月 刊 ，建 立 了 湿 地 宣 传 室 ，定 期
出 动 宣 传 车 、印 发 宣 传 资 料 、借 助 媒
体 宣 传 、发 送 公 益 短 信 等 形 式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宣 传 活 动 ，让 保 护 湿 地 观
念 在 人 们 心 中 留 下 深 刻 烙 印 。 如 今，
走进合阳，随处可见保护湿地的宣传牌
和巨幅标语。

“ 社 区 共 建 ＋ 湿 地 产 业 、项 目 对
接 ＋ 湿 地 效 应 、生 态旅游＋湿地文化，
这 3 种路径在湿地发展与保护中相得益
彰，相互促进，提升了群众自发保护湿地
的积极性。”洽川湿地办公室工作人员杜
晓杰说。

记者发现，在此次“地球之肾”保卫
战的背后，凝聚了人们对“山、水、林、田、
河”生命共同体的共识，一场湿地绿色变

革正悄然进行着。
如 今 与 合 阳 县 的 官 员 说 起 湿

地 ，许 多 人 都 真 正 意 识 到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保 护 湿 地 就 像 保
护 我 们 身 体 之 肾 一 样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实 现 经 济 与 湿 地 协 调 、发 展 与
生态共赢。

“劝君莫打枝头 鸟 ，子 在 巢 中 望
母归。”合阳县护鸟卫士王现科说，
他 的 愿 望 就 是 通 过 保 护 湿 地 ，保 护
鸟 儿 ，真 正 让 黄 河 湿 地 充 满 生 机 。
目 前 ，合 阳 县 政 府 已 在 黄 河 湿 地 北
滩 太 里 湾 投 资 建 成 了 占 地 500 亩 的
鸟类抢救中心。

中国著名鸟类学家、中科院鸟类
教授何芬奇在合阳黄河流域洽川段湿
地考察时呼 吁 ，针 对 如 何 真 正 恢 复
湿 地 ，最 好 的 方式是保留一块湿地，
不进行任何人工建设，观其发展，经过
5 年~10 年时间，看能否真正恢复湿地
生产力，能否起到保护生态环境、保留
土著物种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国家林
业局正式批准合阳徐水河湿地为国家
级湿地公园建设试点。随后出台的

《陕西合阳徐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暂行办法》，为保护黄河湿地多样性、
扩展湿地生态圈、维系黄河水生态安
全等方面提供了可靠保障。2015 年，
徐水河湿地公园还被列入了中央财政
湿地保护试点项目。

合阳在恢复黄河湿地生态系统的
过程中，创下了 4 项全省第一：全省首
家设立县级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机 构 、首
家 成 立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稽 查 大 队 、首
家 出 台 县 级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办 法 、首
家将湿地保护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合阳这一经验在 2015 年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举办的黄河湿地保护网络年
会上，受到中央和省市林业主管部门
的充分肯定。

如今，合阳县在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时，湿地保护已成
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并成为推动全县
实现绿色发展的引擎。

陕 西 省 合 阳 县 有 着
“诗经之乡”的美誉，这里
保存着我国西北地区面积
最大的河流型湿地——合
阳黄河湿地。几十年来，当
地人在湿地里建起鱼塘、荷
塘、开垦耕地，湿地成为当
地群众致富的主要依靠，
也推动了当地县域经济的
发展。但由于大规模的开
发利用，合阳黄河湿地生
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恢复和保护湿地
生态系统，合阳打响了一场

“地球之肾”保卫战。虽然
新《环境保护法》在定义“环
境”时增加了“湿地”因素，
湿地保护有了环保基础法
层面上的支持，但管理难、
执法难和资金难等仍是必
须直面的难题，而如何建
设和用好湿地也直接关系
到湿地治理的成败。合阳
的经验值得参考。

编者按

中合阳黄河湿地也在其中。紧接着，合
阳成立了“合阳县 黄 河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领导小组”和“合阳县黄河湿地清理恢
复指挥部”，全面协调黄河湿地保护管理
工作。

在看到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反
映的“合阳黄河湿地遭到严重破坏”的报
告之后，合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临
一线，县人大、县政协也定期或不定期进
行视察，为保护湿地出谋划策。

一场针对清理、恢复湿地原貌的“地
球之肾”保卫战开始了。

2011 年，合阳县在林业部门专门成
立了“合阳县黄河湿地保护管理办公室”

（简称“湿地办”），建立了“121”湿地保护
管理模式（即一个县级湿地办、两个湿地
保护站、一个湿地稽查大队），并将湿地
办升格为正科级全额事业单位，全权负
责湿地规划、保护和管理工作。

2012 年，合阳通过在洽川湿地区采
取人工辅助、自然恢复、封滩育草、退耕
还湿等方式来恢复湿地植被，实现洽川
湿地生态景观化。

为实现湿地保护责任常态化，合阳
实 行 驻 湿 地 单 位 和 主 管 部 门 辖 区 负
责 制 ，每 年 由 县 政 府 督 查 室 、考 核
办 、湿 地 办 组 成 湿 地 保 护 联 合 督 查
考 核 组 进 行 考 核 ，合 阳 也 因 此 成 为

陕 西 省 第 一 个 实 行 湿 地 年 度 目 标 考
核的县。

这次治理还针对任务、责任、时限、
要求、考核办法等指标，由合阳县林业局
下达清理菜单、签订目标责任状，并投资
20 万元，配备了执法设备，采取联合执
法的形式，对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进行
了严厉打击。

在合阳发起大规模恢复保护黄河湿
地行动之时，恰逢《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
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和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等一
系列文件的出台，这无疑为合阳黄河湿
地保护戴上了“利齿钢牙”。

2012 年，渭南市 首 次 召 开 全 市 湿
地 保 护 管 理 会 议 ，要 求 严 厉 打 击 破 坏
湿 地 的 违 法 行 为 ，尽 快 改 善 湿 地 生 态
环境。

“这是一场团体赛，它意味着全县上
下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湿地才不会变
为失地，方可休养生息。”合阳县政府主
管环保工作的负责人说。

为了保护好黄河湿地，合阳确定了
“一退二限三还”（即退耕，限种莲菜和池
塘养鱼，还湿地、还芦苇、还水面）的退耕
还湿思路。林业部门也坚决表态，表示
要严格执法，还湿地胜景于民。

方面，合阳县将湿地保护纳入了财政预
算，每年列支湿地保护经费 10 万元，用
于湿地保护的日常管理。在保护方面，
合阳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林
业主管部门为技术合作单位，自筹资金
开展了为期 3 年的“退化湿地恢复树种
选择及栽培试验研究项目”，计划通过 3
年~5年时间，打造万亩柽柳生态园。

据了解，合阳还针对湿地现状，编制
出合阳生态旅游规划，以湿地游带动生
态旅游产业化发展。

按照发展第三产业意见，合阳县还
大力发展湿地养生、湿地休闲、湿地人家
等服务产业，目前已经形成木刻画、蒲苇
枕等主要特色的生态旅游纪念品系列，
湿地周边群众仅依靠这项服务业，人均
年收入就会超过 3万元。

同时，合阳还在陕西第一个出台
了《陕 西 黄 河 湿 地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合 阳 段 暂 行 管 理 办 法》，对 黄 河 湿
地 资 源 实 施 全 面 依 法 保 护 ，着 力 恢
复 湿 地生态功能，力争 5 年内升格为
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记者了解到，合阳还依托独特的
瀵泉和处女泉等湿地资源，打造生态
旅游品牌。在“十二五”期间，合阳成
功建成了洽川 4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 1000 万人次，综合收入 50亿元。

为了规范管理依靠湿地兴起的旅
游业，合阳还设立了巡回法庭，致力于
保护湿地生态安全。同时，合阳将湿
地 保 护 纳 入 了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5 年 规
划，着力推动地方经济实现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

在合阳洽川湿地里，栖息着丹顶鹤、白鹤、天鹅等 20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雷军红摄

合阳县通过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进行生态修复、发展绿色产业等一系列措施，使

湿地生态系统得以逐渐恢复。图为湿地一角。 雷军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