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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子 麋 鹿 苑 自 然 保 护 地 ，
两 只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灰 鹤 正 带 着 刚
刚 满 月 的 小 鹤 在 湿 地 草 丛 中 觅 食 ，亲 子景象一派
自然祥和……

“这两只大灰鹤是 2004 年左右从野生动物园引
入的，一直没有筑巢繁殖。这次它们的繁育完全由
其自然选择，未进行任何人工干预。”北京生物多样
性研究中心生态研究室主任钟震宇介绍，灰鹤在北
京这个越冬地自然孵化繁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麋
鹿苑自然保护地的环境和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保护链
已基本成熟。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被太行山和燕山山
脉环抱，形成了森林、湿地、农田、山地等层次丰富的
生态系统。以“绿”为底的北京，为珍稀濒危动植物
的回归提供了沃土。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有效推
进，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让国际大都市呈
现出生机勃勃的盎然绿意。

全市22%的土地纳入自然保护地

百花山葡萄、北京无喙兰、丁香叶忍冬、扇羽阴
地蕨、槭叶铁线莲、轮叶贝母、大花杓兰……随着自
然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这些一度黯然隐身的鲜活生
命又现身北京。它们的回归一方面丰富了植物多样
性，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北京地区自然环境的不断改
善和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北京地区共有维管束
植物 2088 种，其中有紫椴、黄檗、野大豆等国家级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北京水毛茛、槭叶铁线莲等市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陆生脊椎野生动物 581 种，包括
有褐马鸡、黑鹳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适当比例的自然带建设，在
这些划定的自然生态空间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为
干预，提供更多适合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助力野生
动植物的恢复、生存和发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自
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冯达介绍，北京自 1985 年建
立松山、百花山两处自然保护区以来，经过近 40 年
的努力，先后建成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风
景名胜区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79 处，总面积 36.8
万公顷，全市 22%的土地已经被纳入自然保护地，形
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

遍及城乡的葱郁森林，让城市变得会呼吸、有生
命。自 2012 年北京连续实施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

以来，累计完成植树造林 12.46 万公顷。特别是近年
来，北京遵循“复层、异龄、混交”的方式，形成了多样
化的植被。通过划建自然保护地，开展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的保护和生境修复，持续扩大绿色空间，北京
的森林和湿地总量持续增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44.4%。

“动物之家”入驻公园，
增强林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如果在林地中见到一个土堆，种着蔷薇等多刺
丛生的植物，上面还散落着许多石块、枯树枝，这可
不是荒草垛，而是为了吸引小动物专门搭建的生物
多样性提升设施，名字叫‘本杰士堆’。”北京教学植
物园的明冠华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环保课，面前的
这个“本杰士堆”，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却不时有野
鸟、松鼠等小动物前来“拜访”。

“每一个‘本杰士堆’都是一个微缩但完善的生
境。”明冠华讲解道，‘本杰士堆’中心的土壤负责让
植物茁壮生长，外部的干树枝、石块既可以让小型野
生动物在下面筑巢，还能保护植物的根不被啃食，这
样就能持续不断地为食草动物提供新鲜食物，吸引
动物在附近安家。“动物来了，生物多样性提升了，生
态系统也就完整起来了。”

如今，北京在不断扩大绿色空间的同时，更加注
重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和营建，增强林地绿地的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丰富生物多样性，让人、城市和
森林和谐统一。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北京计划在每个城市公
园都建设一处“本杰士堆”，在面积更大的森林、郊野
公园，每 1000 亩建设一处。同时，配植食源、蜜源植
物，结合雨洪蓄滞建设小微湿地，为野生动物提供食
物、水源和隐蔽地。

“近自然”理念让城市充满生机

初秋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卉木萋萋，芳英
满甸，松鼠在枝头跳来窜去，野鸭在水塘里嬉戏，黑
斑蛙蹲在水边闭目养神，夜跑的人们还能听到过路
的刺猬摩擦地面发出的沙沙声。

监测显示，奥森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居北京城市
公园之首，仅鸟类就达 306 种，约占全北京鸟类记录
的 60%。

北五环路将奥森公园分为南北两园。一条遍植

花草的生态廊桥飞架南北，为小型哺乳动物和昆虫
提供了迁移通道，这也是我国首条城市公园生物通
道。

这座因奥运而生的城市公园，是“近自然”理念
的实验地。“近自然”，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依托自然
条件、借助自然力量、模拟自然形态，开展更加精细
化的设计和管护。历经十余年，奥森公园已成为保
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城市生境。

登上 246.8 米高的奥运塔观景台，凭栏北眺，奥
森公园的绿色画卷一直向北延伸，南园山环水抱，北
园密林蓊郁。湿地里，芦苇长得比人高，成片的千屈
菜开出紫红色花朵，菖蒲、水葱、莲花渐次舒展……
正是这些丰富多层次的生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的
恢复提供了良好基底，也使得这里成为鸟的天堂，中
华攀雀、栗耳鹀、鹪鹩、北棕腹鹰鹃都在这里安了家。

不仅如此，不起眼的乡土植物，也在奥森公园成
为绿化的“正规军”。2019 年，北京举办了首届“自
然观察节”，参赛者要在一天之内，比拼谁找到的动植
物最多。没想到，植物组冠军获得者没有东奔西跑，只
待在奥森公园，就足足拍摄到了 200多种乡土植物。

全面科学掌握物种信息，将更有助于保护工作
的开展。2020 年，北京市启动生物多样性调查，将
全市划分为 212 个网格，对部分网格生态系统多样
性以及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鱼类、昆虫、藻类等
物种多样性开展了全面调查。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曹志萍
介绍，目前已实地记录各类物种 5086 种，发现 70 个
北京新记录种，其中我国新记录种 12 种。在此基础
上，北京制定了 2021 年-2025 年生物多样性调查方
案，计划利用 3 年-5 年时间，持续开展调查，分析整
理调查成果，形成北京市生物多样性系列调查报告。

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大熊猫
国家公园绵阳片区日前成功部署全国
首个以监测野生大熊猫为主的无线自
组网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解决了传统
红外相机回收速度慢、回收影像不清楚
等问题。这是四川创新开展大熊猫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延伸。

2020 年 9 月，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工作通过评估验收，充分发挥
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的“伞护效应”，协
同保护其他 8000 多种伴生动植物。在
野 外 巡护中已发现其他同域珍稀动物
1600余种，部分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野生动物活动区域呈扩大趋势。

试点以来，四川创新探索实施多项
保护升级措施，不断强化大熊猫国家公
园的试点示范效应。通过合理划定公

园边界，加强栖息地廊道建设，将碎片
化的栖息地串联成片，优化大熊猫生存环
境；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整体
保护，修复大熊猫栖息地。

同时，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
管理局和 7 个市（州）管理分局，设立 20
个管理总站、103 个管理站、1 个巡护监
测中心，实行统一管理、系统管理、分级
管理、协同管理。建立大熊猫科学研究
院和大熊猫学院，为 500 多只大熊猫建
立 DNA 档案，建设 3 个大熊猫野放基
地；搭建起“天空地人”监测网络，实现
对国家公园的数字化管理。

通过建立共建共管共享机制，适度
发展特许经营、大熊猫友好型产业，缓
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为国家公园繁荣
发展奠定基础。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杨洁 喻波十
堰报道 走进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南化
塘镇江湾村，在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里，不时听到阵阵蛙声此起彼伏。十堰
市富轩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建军
介绍说，当地通过“稻田养蛙”实验，探
索了一条助农增收的新路。

据了解，2020 年，江湾村村民承包
了 50 亩稻田，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
在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和十堰市农科
院技术指导下，今年 4 月开始种植水
稻，并在稻田里投放了 150 余万颗黑斑

蛙和青蛙的蛙卵。这也是十堰市首个
稻蛙绿色高效种养技术示范地。

经过精心呵护，目前水稻长势良
好，青蛙成活率在 90%。“通过水稻种植
和青蛙养殖，实现了良性循环。”十堰市
农科院正高级农艺师郭元平解释说，稻
田里的虫子成了青蛙的美食，青蛙的粪
便又成了水稻的肥料。

“我们这里水稻根本不用施肥，”张
建军说，初步测算，一亩地可产出青蛙
2400斤左右，收入两万多元，再加上亩产
水稻1000斤，“稻田养蛙”效益非常可观。

让让城市在自城市在自然中诗意栖息然中诗意栖息
◆◆本报见习记者夏莉本报见习记者夏莉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升级保护措施

8000多种动植物协同保护

美丽共建

十堰稻田养蛙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祁连山国家公
园青海省管理局了解到，由中科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及青海国家公园观鸟
协会组成的联合团队，将首次在全省范
围内共同开展黑颈鹤专项调查，计划于
1年内完成。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濒 危 物 种 红 色 名 录
(IUCN)易危物种。它们栖息于海拔2500
米-5000米的高原沼泽地、湖泊及河滩
地带，青海是黑颈鹤的重要繁殖区。

据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保处处

长蔡平介绍，由于黑颈鹤活动范围广，
其每年春季来到青藏高原繁殖、育雏，
秋季将会飞越数千公里迁徙越冬，因此
很 多 时 候 不 能 完 整 记 录 黑 颈 鹤 的 信
息。此前，青海对黑颈鹤的保护和监测
工作主要由省内各自然保护地完成，缺
乏全面系统的了解。

据了解，此次黑颈鹤保护与监测将
重点在现有分布记录的区域进行，希望
能完整掌握青海境内黑颈鹤种群数量
和分布现状等，为下一步的有效保护提
供科技支撑。 夏连琪刘红

青海将首次开展黑颈鹤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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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保护生物多样，共建和谐家园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