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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克锋

2010 年深秋，我初次拜访贵
州 省 麻 阳 河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在此之前，我对这个有世界
最多野生黑叶猴的保护区早有
耳闻。不过那次行程我只遥望
了黑叶猴片刻，便匆忙离开了。
之后的两三年里，虽与黑叶猴打
过几次照面，无奈每次时间都非
常短暂，并未对这些动物有深入
的了解。

直到 2013 年，原贵州省林业
厅、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和贵州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
麻阳河保护区的本底资源调查。
调查项目的主持人苟光前教授希
望我能负责麻阳河黑叶猴种群数
量的调查工作。于是我接过了这
个“改变人生”的任务，开始走近
这一物种。

由于缺乏黑叶猴野外观察经
验，一开始调查并不顺利。除了
贵州，黑叶猴也在广西、重庆等地
有分布，在我们调查之前，其他地
区亦开展过类似的调查。可那些
经验并不能完全套用在麻阳河保
护区的黑叶猴调查中。一个最明
显的例子是，由于桂、黔两地黑叶
猴的栖息地大为不同，因此，不少
已有的调查方法从峰丛搬到河谷
时就难以奏效了。

随后的调查中，我们更注重
因地制宜。我与保护区的同事、
研究同行等不断细化调查的背景
信息，针对不同片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相应的调查方法和对策，
这为顺利完成全区调查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们
终于估计出了整个麻阳河保护区

（含沿河县、务川县）黑叶猴的种群
数量——约 72 群 554 只，发现了
物种沿河分布的模式。这些发现
为保护域内黑叶猴提供了基础。

同时，我们在对当地居民进
行访谈时了解到，黑叶猴在部分
区域喜食老乡的庄稼，因此有些
居民对黑叶猴牢骚满腹，非常不
利于物种的保护。尽管保护区从
2011 年就开始对黑叶猴采食庄
稼所造成损失实施补偿，但收效
甚微，且由于补偿资金发放的滞
后等问题，还滋生了社区与管理
部门间的矛盾。这一系列发现，
促使我开始思考和关注当地的人
猴关系。

2015 年，黑叶猴种群野外调
查工作告一段落，彼时也是我博
士研究课题设计之时，于是我决
定以麻阳河保护区的青龙村为案

例，尝试探讨当地人与黑叶猴之
间的关系。选择青龙村，是因为
它被认为是黑叶猴采食庄稼最为
严重的地区，也是保护区开展农
作物损毁补偿和当地政府开展

“观猴”旅游等的试点区域。这些
复杂的因素为人猴关系带来了诸
多联系和不确定性，也为我们的
探 索 提 供 了 一 个 绝 佳 的 互 动
系统。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
发现，原先被普遍认为与当地人
交恶的黑叶猴，并非如预期般让
人讨厌。尽管在青龙村黑叶猴采
食庄稼、破坏房屋等的确引发了
少数村民的不满，可绝大多数村
民 对 黑 叶 猴 还 是 十 分 友 善 、喜
爱。这一方面源于当地村民理解
黑叶猴对带动当地（未来）旅游的
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
方面，部分村民也爱观赏黑叶猴，
并视其为一种十分好看可爱的动
物。这个发现揭示出人们对黑叶
猴多样的感知和心理构建，也提
醒人们，不应总是从单一且消极
的角度去看待那些制造“麻烦”的
物种。

这次研究对象从猴到人的转
变，也促使我对野生动物保护、人
与动物共存有了新的思考和理
解。西方科学家和学者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危
机后，提出了针对该危机的诸多
管理和解决方案，也导致了保护
生物学的诞生。这一学科的诞
生，正是人类在利用科学和技术
打造“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过程
中，人类对自身活动给自然环境
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再平衡和可
持续管控。时至今日，这个平衡
的再造正在经历由物到人、由外
到内的转向。

这预示着，心才是自然保护
的源头。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以人为本”的保护时代正在悄然
兴起。在未来的自然保护中，我
们不应忽视对人心和情感的调润
与塑造，加强和鼓励本土文化基
础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人
文创作，倡导和构建中国语境下
的“心（人心）物（物种）合一”保护
文化体系，是完成用“心”保护生
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一环。

“心物合一”话保护

本报讯 江苏省南京市地方
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发布。
作为江苏首个“GEP 核算标准”，
其明确了 GEP 指标选取、数据来
源和核算方法。

这项技术规范是在国内外最
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南京实
际制定的。它选取生态物质产
品、生态调节服务、人居文化等一
级指标，以及农业产品、土壤保
持、大气维持与改善等 18 个二级
指标，每项指标给出计算公式，通
过统计数据、现场调查和当地文
献资料来获取数据，完成核算。

专家组一致认为，标准草案
内容科学准确、结构协调统一、表
达简明规范，符合有关要求，同意
通过标准审查。目前，所有程序
全部完成，现已对社会全文公开。

发布会上，南京大学研究团
队报告了南京市高淳区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核算与价值实现
机制工作的进展情况。2020 年，

南京市高淳区制订实施《高淳区
健 全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2020 年工作方案》，探索建立生
态产品价值转换、生态金融保障
等机制，通过开展国家水系连通
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省级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等行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
升，推动 GEP 稳步增长。经初步
核算，2020 年高淳区 GEP 数值达
到 1656.07 亿 元 ，较 2019 年 增 长
5.1%。

会上，来自中国计量大学、南
京大学、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江
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的 5位专家
和学者从标准技术规范、碳排放碳
达峰、“两山”转化路径、生态文明
建设等多个方面发表主旨演讲。
此外，南京大学 GEP 研究（高淳）
工作站、中国计量大学南京 GEP
标准化创新中心同时揭牌。

韩东良 王鹏桢

江苏首个“GEP核算标准”发布
明确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核算方法

“鸟类国际机场”名副其实

一只正在喂养后代的东方白鹳，腿上戴着标有 S51
字样的环志。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它已经持续监测了多
年。这只迁徙的候鸟今年春天返回保护区后，选择在这
里安家落户，现在它的宝宝们也羽翼渐丰，健康成长。

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世界濒危鸟类，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对繁殖地的生存环境要求十分苛刻。近年来，
随着生态补水和湿地修复工程的实施，黄河三角洲湿地
的整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越来越多东方白鹳选择在这
里繁育栖息。

穿行在保护区，常能看到电线杆上直径数米的东方
白鹳巢。据了解，今年东方白鹳在此建巢超过 120 个，孵
化幼鸟超过 300只，幼鸟总数量有望创新高。

从 2005 年的两巢繁殖 7 只雏鸟，到 2020 年的 115 巢
繁殖 315 只雏鸟，保护区已经累计成功繁殖雏鸟 1954 只，
成为中国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

王秀凤表示，近年来，东营市高标准编制了《东营市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和 9 个专项规
划，扎实做好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工作，实施黑嘴
鸥、东方白鹳等关键物种繁殖栖息地保护和鸟类保护等
生物多样性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生态环境好了，鸟儿用翅膀投票。黄河三角洲被誉
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经过的各种鸟类多达 600
万只，全球 9 条候鸟迁徙路线中两条经过这里，是东北亚
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
繁殖地。

生态环境好了，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也提高了。家
住东营市西城怡园小区的崔女士，捡到一只受伤的珠颈
斑鸠幼鸟，立即致电保护区，请工作人员展开救助。

今年 5 月，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定位观测研究站在
东营挂牌成立，这是黄河流域首个生态环境观测站。据

了解，观测站将对当地生态系统格局、土地利用、湿地资
源等进行全面观测，对黄河三角洲区域内的国家重点保
护物种丹顶鹤、大鸨、东方白鹳等的种群种类、种群数量、
分布位置、活动行为进行观测研究，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调
查评估。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宋继宝对记者说：
“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定位观测研究站是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成果之
一。根据协议，双方将遵循‘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平等协
商、协同推进’的原则，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提
高山东省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水平，促进环保
产业发展壮大，共同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格局。”

生态补水让黄河口湿地“喝饱”

黄河三角洲包括北部黄河故道刁口河、中部现行黄
河入海口、南部大汶流等 3 个区域。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受黄河频繁断流影响，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一
度出现河道萎缩、湿地退化、海岸线蚀退、生物物种减少
等现象。

刁口河为 1964 年-1976 年黄河入海故道，全长约 52
公里，是黄河三角洲上第九条黄河入海流路，也是黄河首
选备用入海流路，其入海口就位于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
保护区北部区域。

2010 年，黄河三角洲生态调水暨刁口河流路恢复过
流试验启动，使停止行河 34 年的刁口河重新焕发生机。
截至 2019 年底，刁口河累计生态补水 2.43 亿立方米，河
流沿线生态得到有效改善。

去年，黄河三角洲累计生态补水 1.74 亿立方米，比近
10 年均值增加两倍多。大容量生态补水后，综合监测显
示，黄河三角洲水面面积达到 5.9 万公顷，近海低盐度区
面积扩展至 10 万公顷以上，河海交汇线向外最远扩移达
23 千米，大大遏制了海水倒灌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趋
势，减缓了土壤盐碱化及次生盐渍化进程，增强了黄河三

角洲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修复能力。同时，自然保护区内
实施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7.25万亩。

山东坚持以生态的方式治理生态，近年来先后实施
总投资 6.14 亿元的 10 个湿地修复项目，探索形成了以水
系连通为主的河流沼泽湿地修复、以疏通潮沟营造植被
生长条件为主的近海与海岸类湿地修复、以阻断营养输
送根除互花米草为主的潮间带湿地修复的“黄河口湿地
修复模式”，构建起水系连通体系，促进了湿地生态系统
健康。

经过多年努力，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7 年至 2020 年，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北部区域湿地面积占比增加 14.96%，南部区域湿
地占比增加 10.96%，湿地功能进一步增强。

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来到山东东营，不可错过的就是黄河入海口的“黄蓝
交汇”。雄浑的黄河与蔚蓝的大海相遇，造就了旷世奇景。

坐拥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三大世界级旅游
资源，东营如何做好全域旅游这篇大文章，把生态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东营市紧盯“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定位，制定“旅游富民”三年行动计划，力争把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成为富裕东营的支柱产业、幸福东营的惠民产业
和宜居东营的生态产业。

东营市投资 1.9 亿元建设舟游白鹳湖、黄河入海流主
题 VR 体验馆等项目，丰富入海文化体验项目；新建成的
观鸟屋、观鸟驿站，可让游客在尽可能不惊扰野生鸟类的
基础上，实现观赏、拍摄。去年，还实现了北汊河的首次
游船出海，观览“河海交汇”景观的方式越来越多元。

今年“五一”假期，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还举办了音乐
会、旗袍走秀；现代渔业示范区红滩湿地旅游度假区的赶
海拾贝、水上乐园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第十届黄河
三角洲湿地槐花节、天鹅湖自行车骑游等活动精彩纷呈。

今年“五一”假期，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超 6
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一位来自四川的游客高
兴地说：“我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玩，人文山水都很美。每
一次到这里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非常舒服。”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
每年600多万只鸟儿迁徙经过黄河三角洲

盛夏时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绿意盎然、生机勃
发，翠绿的芦苇迎风摇曳，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鹭等珍禽飞舞高歌……
这个保护区位于黄河入海口，总面积 15.3 万公顷，是以保护黄河口新
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拥有
我国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黄河入海口城市——东营市副市长王秀
凤告诉记者，目前，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1629 种、各种植物 685 种。鸟类

由建区时的 187 种增加到 37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24 种，国
家二级保护鸟类 64种。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常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年保持100100%%，，珊瑚平均覆盖率逾珊瑚平均覆盖率逾3030%%

时隔时隔1616年年布氏鲸布氏鲸““做客做客””深圳大鹏湾深圳大鹏湾

◆本报见习记者李菁

近日，一头布氏鲸现身广东省深圳市
大鹏湾海域，“鲸”喜不断，引来不少市民
关注。

据悉，这是时隔 16 年后，布氏鲸再次
现身大鹏湾海域。连日来还创下了多项
记录，包括国内第二次录得布氏鲸近海岸
活动，国内首次成功为鲸类贴附信标，并
成功回收信号等。

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廖宝林表示，布氏鲸作为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通常出现在水质洁净、鱼类丰富的
海域。换而言之，鲸鱼来深是大鹏新区近
年来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向优的一个
缩影。

依托生态本底，攻坚流域治理

大鹏新区作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有着深圳最优的生态禀赋。
海域面积 305 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 128
公里，约占全市 1/2。这里近岸海域海水
水质保持为优，拥有滨海湿地、红树林、珊
瑚礁、河口、海湾、岛屿等典型海洋生态系
统。同时，这里生物多样性丰富，海域分
布 珊 瑚 超 过 60 种 ，珊 瑚 平 均 覆 盖 率 逾

30%，鱼类、甲壳类、头足类、贝类等生物
超过 190种，藻类等浮游植物超过 130种。

有天然禀赋的自然资源，更要有守护
自然资源的“硬”措施。近年来，大鹏新区
把水污染治理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累计
投入超 13 亿元，完成 27 个片区 270 公里
污水管网建设，实施 33 条河流（河段）综
合治理工程，完成 1000 余处市政混流管
改造和 11 公里缺陷管网改造修复。通过
开展涉水面源污染整治和“利剑”执法专
项行动，强化“散乱污”企业整治，推动 43
条入海河流实现 100%截污。

这些行动卓有成效。2020 年，新区
河流平均水质全部达Ⅳ类以上，其中 90%
达到Ⅲ类以上，达历史监测以来最好水
平，河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 2015 年

的 78.3%提升至 100%。近岸海域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连续
多年保持 100%。

建立共治机制，强化陆海统筹

保护近岸海域水生态，要加强陆海统
筹。大鹏新区致力于完善生态环境、规划
与自然资源、海洋执法、海事、海警联合的
海洋环境“五联共治”工作机制，细化落实
共享、会商、执法、督察，形成合力协同推
进入海排口管理、海洋垃圾清理、近岸海
域污染防治等工作。在全市率先制定海
岸线和海洋垃圾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建立
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综合治
理 工 作 机 制 ，守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生 命
线”，并运用无人机全方位完成 128 公里
海岸线上排污口“查、测、溯”，实现陆海污
染源精准管控，保障海水水质稳定达标。

“正是有了新区海陆统筹这个良好统
筹基础，这次护鲸行动才能做到快速联
动、处置高效、方案科学。”深圳市生态环
境局大鹏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与此同时，大鹏新区还积极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全民参与，一方面重点培育生态
文明建设宣教机构，建立“慈善信托+专
项基金”的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公益基

金，筹集 2000 余万元，资助和培育推动大
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公益慈善项
目；另一方面依托“潜爱大鹏”珊瑚保育
站、生态文明宣教体验中心、志愿者队伍
等，开展“潜爱课堂”“流动生态博物馆”等
活动，组织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公众生态
文明建设参与度和满意率保持全市前列。

坚持规划引领，建设美丽海湾

据了解，大鹏新区已编制完成全国首
个《海洋碳汇核算指南》，筛选红树林、盐
沼泽、贝类等 7 个碳汇类型、11 项碳汇指
标，促进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今年 6 月，“大鹏新区高质量推进生
态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启动，制定 80
项具体可行任务，率先落实国家、省、市关
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决策部署。同时，编制大鹏新区高品质
美丽海湾建设规划及综合实施方案，以

“美丽海湾”建设统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为深圳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
国典范贡献“大鹏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健全海洋资源开
发保护制度，深入推进海洋合理开发和可
持续利用，深圳市于 7 月 6 日公布的《深圳
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专门设置

“海域污染防治”一节，不仅建立海陆统
筹、以海定陆的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
度，健全入海排放口与入海河流管理制
度，还对沿海单位突发海洋环境事件应急
管理、海域垃圾清理以及海洋船舶污染物
排放、运泥作业等行为作出规定。

目前，大鹏新区正编制布氏鲸救助预
案，拟于近期尽快组织演练，深圳市相关
部门也正在研究新增近海海域禁渔区，全
力为布氏鲸在大鹏湾自由遨游保驾护航。

“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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