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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周良健杨霞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位于川陕革命老区，曾
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于 2020 年初退出贫困县
序列，累计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2.5万人。

在脱贫摘帽、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平昌县选
择了一条“城乡因环境而美、百姓因产业而富”的
路子。这里实施“生态立县、绿色崛起”战略，呵
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共享生态红利，推动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

小小青花椒，带动村民富

地处平昌县土兴镇的铁城村，海拔 600 米，
原是一片荒山野岭，杂草丛生，当地曾流传着“铁
城大茅坪，地无三尺平，栽啥啥不行”的顺口溜。

2013 年，在绿色产业政策引导下，当地居民
王宪昌返乡创业，成立万城花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栽种青花椒，形成一个基地带动一片百姓致
富的“链条效应”，实现年人均增收 2000 余元。

而在土垭镇大岭村，漫山遍野的花椒树长势
正盛，给昔日的荒山坡披上了绿装，也让当地村民的
生活更有盼头。

王维安曾是村里的贫困户。3 年前，村里招
商引资引进了项目，流转土地建起了青花椒产业
园，王维安便在花椒园找到了一份管护的工作，
同时利用在花椒产业园学到的技术，在自己房前
屋后栽种青花椒，发展小椒园。每年 1 万多元的
务工收入，加上土地流转费和小椒园收入，让他
家提前脱了贫，过上了好日子。

像王维安这样依托产业园发展小微经济脱
贫致富的村民，在平昌还有不少。依托良好的生
态优势和自然禀赋，平昌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努力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尤其是让荒山生财的青花椒产业，成为平昌
重要的绿色产业密码之一。如今，全县建成青花
椒基地 35 万亩，建成集加工、交易、研发于一体
的平昌青花椒产业园，形成了青花椒全产业链布
局。

2017 年，平昌青花椒获评全国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2019 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为地理标
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2021 年，全县投产青花椒
面积 8 万亩，产值 1.8 亿元，带动了 8 万余农户增
收致富。

平昌县更是初步形成了 3 个“3+1”生态产业
体系。特色农业以“花椒、茶叶、生态养殖+休闲
农业”为主，绿色工业以“食品饮料、机械制造、清
洁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现代服务业则
以“商业贸易、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医疗康养”
为主，生态经济格局初步形成，生态产业初具规
模，生态优势初步显现。

“常态蓝，高级绿”成发展底色

隆冬的清晨，走进笼罩在晨曦中静谧而美丽
的龙潭溪湿地公园，映入眼帘的是碧水绿树，民
乐景美的生态画卷。

2017 年 3 月，平昌以龙潭溪为突破口，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龙潭溪两
岸道路、景观、污水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
设，对河道进行清淤和堤防加固，实现了龙潭溪
的华丽蜕变。

为了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平昌大力实施绿
化行动，全县森林面积达到 12.27 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达到 55.15%。推进河（湖）长制，境内河流
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

同时，平昌推动“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及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建成乡镇场镇污水处理设施
38 个，建成县城垃圾压缩站 3 个，片区垃圾中转
站 13 个，基本实现了城乡垃圾和生活污水有效
治理。

平昌县还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 97.1%，PM2.5 年均浓度 22.2 微克/立方
米。“常态蓝、高级绿”已成为平昌县最靓丽的底
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平昌百姓的
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他们的腰包
更鼓了，生活环境越来越美。

美丽共建

◆本报通讯员何闪闪

“这里的红树林生机盎然，是
一座纯天然的‘负氧离子工厂’。
家里小孩还没见过红树林，带来
看看，让他们在美景中领悟红树
林文化，学习红树林精神。”初春
的广东省湛江特呈岛红树林湿地
公园游人如织，来自北京的李先
生一家五口，特意赶在孩子开学
前前往观光。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湛江新
增红树林面积达 2000 多公顷，在
全世界红树林面积逐年递减的趋
势下反而逆势递增，被国际湿地
专家称为世界湿地恢复的成功范
例。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持续丰
富，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湛江
向着建设“红树林之城”不断迈
进。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打造生态建设新
名片

“ 又 见 到 我 的 老 朋 友‘2L’
了。”2021 年 11 月，在湛江雷州市
附城镇的红树林保护区内，观鸟
爱好者兴奋不已。他们口中的

“2L”是指享有“鸟中大熊猫”美
誉 、戴 有“2L”标 记 脚 旗 的 勺 嘴
鹬。这只勺嘴鹬已连续两年出现
在这片红树林。而另外一只旗标

“53”的勺嘴鹬更是连续 4 年在这
片保护区过冬了。

湛江现有红树林 9960 公顷，
占全国红树林面积的 33%，占广
东省的 78%。预计到 2025 年，湛
江还将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4183
公顷。

优越的天然禀赋、无可比拟
的规模优势，为湛江打造“红树林
之城”奠定了基础。

“湛江在红树林生态保护和
建设中有着优良的科学传统，可
以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张颖表
示，在做好红树林保护的前提下，
湛江可以结合文旅开发、科学研
究等工作，释放红树林的生态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将湛江
打造成真正的“红树林之城”。

让大桥“绕道”，整治违
法行为，保护与致富双赢

“以往沿着海堤来红树林保
护区拍摄海鸟，约要一个半小时，
东雷高速开通后，我们半个多小
时就能到了。”摄影爱好者吴华辉
表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在 湛 江
海面上呈东西向连接雷州半岛和
东海岛的东雷高速通明海特大桥
建成通车。这条呈“S”形曲线、总
长 5.761 公里的大桥，附近有着优
越的自然生态风光，数百米之外，
红树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水中
鱼虾畅游，天空群鸟翱翔。

当初大桥设计时，为最大程
度保护海岸线上的原生态红树
林，建设者们选择了让大桥“绕
道”红树林的方案，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协同共进。

对 于 损 害 红 树 林 的 违 法 行
为，湛江更是坚决打击。廉江高
桥红树林是湛江红树林保护区的
核心区，这里的红树林品种多，树
龄长，林相美。由于自然环境得
天独厚，这里一度成为非法水产、
禽畜养殖场所，严重破坏了红树
林的健康状况。近年来，湛江加
强了对高桥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
行为的综合整治。

“当听到湛江规划打造‘红树
林之城’这个消息时，我非常兴
奋，也很自豪。”市民周先生对家
乡高桥的红树林如数家珍。他表
示，如今的高桥红树林在两广地
区已小有名气，成为周边群众游
玩的好去处。

在大文旅的发展背景下，湛
江将系统全面整合文化、生态、产
业等方面优势资源，推动红树林生
态旅游滨海度假、观光农业、休闲渔
业等深度融合，使红树林生态旅游
成为湛江滨海旅游的新引擎。

“坚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在
保护的前提下让群众通过生态养
殖海产品，参与文旅项目，实现保
护环境与群众致富双赢。”麻章区
湖光镇镇长陈文辉对打造“红树
林之城”充满信心。

明确保护规划，管控措施加严

吉林省将保护中华秋沙鸭作为继保
护东北虎、豹、白鹤之后，完善全省野生动
物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今年吉林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中华秋
沙鸭保护规划。

不久前，吉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华秋沙鸭保护工作
的意见》和《吉林省中华秋沙鸭保护总体
规划（2021—2030 年）》。

文件明确提出，综合考虑中华秋沙鸭
保护现状、生态需求和整体保护等，着力
构建“两地十区十五站”的总体保护格局，
实现保护覆盖总面积达 57.39万公顷。

“两地”为敦化富尔河、抚松松江河中
华秋沙鸭重要栖息地；“十区”是指中华秋
沙鸭分布范围内已建立的 10 个自然保护
区，文件明确赋予其中华秋沙鸭保护职
责；“十五站”指以林场为单位，在“两地十
区”外，中华秋沙鸭零星小种群繁殖区或
主要停歇地设立 15 处监测巡护站，负责

中华秋沙鸭迁徙停歇和繁殖相关河段的
监测巡护工作。

抚松县作为中华秋沙鸭重要保护地
区之一，目前中华秋沙鸭栖息繁殖数量增
加至 200只以上，约占全国总量的 62%。

抚松县县长王福源说，为了保护水生
态，抚松将投资 5.9 亿元，谋划实施污泥处
置等 4 项工程，并计划投资 3000 万元，进
一步完善地下水水源地、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和监测体系。

改善栖息环境、加强监测保护、强化
基础研究、社区共建共管、广泛宣传教育，
吉林省明确将这 5 项工作为保护中华秋
沙鸭的重点任务，希望建立起健全的保护
体系和保护网络，全面保护中华秋沙鸭种
群及其栖息生境。

“建设生态河流岸带、整治河道环境，
加强监管，减少人为活动干扰，对中华秋
沙鸭重要栖息地和巡护站管护区的生态
环境改善意义非凡。”长白山管委会生态
环境局局长王楠介绍，针对中华秋沙鸭重
点栖息地，吉林省对水质监测也有更为严
格的管控措施。如定期开展水质监测，持
续加强水质管控，为中华秋沙鸭在长白山

地区安心栖息做好水质安全保障。
守护中华秋沙鸭，不仅要严格“管”环

境，还要严格“管”人。为最大程度减少人
为干扰，吉林省针对相关河段和时段的采
砂、捕捞、漂流、摄影等活动进行科学管
控，同时打击非法猎捕，依法查处非法侵
占河湖水域岸线、排污、采砂、捕捞、围垦、
建设等行为。

“我们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中华秋沙鸭
栖息地管护组，采取野外驻守方式，加大
对其栖息活动区域的保护管理力度。”长
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保护处处长郑依
国说，特别是在林蛙上岸排卵孵化的关键
节点，工作人员开展河道清查专项行动，
加大外围管控、日常巡护和联合清区力
度，严防捕捞、电击和投毒等违法违规行
为 发 生 ，确 保 中 华 秋 沙 鸭 栖 息 地 生 境
安全。

试点社区共建共管，引导
公众参与保护

吉林省在园池湿地和头道松花江上

游，建立了以中华秋沙鸭为主要保护对象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完善吉林省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提档加速，为中华秋沙鸭
等 野 生 动 物 种 群 繁 殖 提 供 了 良 好 生 态
环境。

根据中华秋沙鸭的生态习性，吉林省
采取以近自然修复为主、以人为保护为辅
的保护措施，稳步推进其生境修复和种群
扩繁。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先后布设
人工仿真孵化巢 40 个，全力确保幼鸭孵
化巢穴充足。郑依国介绍，幼鸭出巢期
间，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和长白山科学院研
究人员根据种群数量和食源短缺情况，按
照多次少补的原则，在多个点位科学适量
投放本地河鱼，为中华秋沙鸭种群提供充
足的食源保障。

不仅如此，为加快保护设施建设，长
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还把头道大河保
护区段中华秋沙鸭栖息地保护项目纳入
生态修复工程的重要建设内容，建成 5 处
保护观测木屋和仿真科研监测点，并布设
防护围栏及隔音墙，进一步提升保护管理
的硬件设施水平。

吉林省计划，到 2030 年底，中华秋沙
鸭分布区域栖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繁殖
种群总体稳定，种群数量达到栖息生境容
纳量的合理范围，区域内野生动物得到切
实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和支
持中华秋沙鸭保护的良好氛围。

锚定这一长远目标，吉林省计划发动
群众参与中华秋沙鸭保护工作，在抚松县
漫江流域、敦化市富尔河流域，选择合适
的自然村屯作为社区共建共管试点，采取
聘任自然村屯居民为临时生态管护人员
以及扶持发展替代生计等方式，引导公众
自觉签订和遵守中华秋沙鸭保护的乡规
民约，创新中华秋沙鸭繁殖种群与栖息地
保护管理模式。

“我们把维护、保护这类工作做好了，
就在这儿等着小鸭子们回来啦。”张斌说。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吉林省长白山地
区依旧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抚松松江河
中华秋沙鸭重要栖息地内，长白山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常规监测室主任张斌，穿着厚厚的
羽绒服、戴着棉手套棉帽子，带领监测人员
提着水质检测箱、采样设备，在老铁路桥监
测点位，进行例行水质监测。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被誉为“水中活化石、鸟中大熊猫”。作为夏
候鸟，中华秋沙鸭每年在吉林省停留期长达
10个月。

“别觉得中华秋沙鸭冬天回南方，我们
就 不 用 管 了 ，这 个 时 候 需 要 各 相 关 部 门
配 合 做 好 水 质 监 测 、清 理 河 道 等 工 作 。”
张 斌 说 ，这 种 动 物 很“ 矫 情 ”，对 栖息地环
境要求极为苛刻，喜欢在水质清澈、巢址丰
富、食物充沛且人为活动干扰少的环境栖息
繁殖。

正如张斌所说，中华秋沙鸭被称为“生
态试纸”，全球现有种群数量不足 2000 对，
在我国约 160 对，在吉林省约 145 对，占全国
繁殖种群 90%以上。

鸟儿南下越冬，
保护者为何雪天仍不得闲？

中华秋沙鸭雌鸭及幼崽。武耀祥摄
中华秋沙鸭。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供图

▲

▲

张斌（左一）带领监测人员冒雪前往水质监测点，开展
例行水质监测工作。 陈博宜摄

加强保护、修复和利用

湛江打造“红树林之城”

近年来，北京市平谷区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图为雪后
初晴的平谷区刘家店镇北吉山村
银装素裹。

赵晓宇摄

浙江八大水系今起统一禁渔

本报讯 八大水系禁渔，全省
一盘棋。浙江省八大水系统一禁
渔工作部署视频会议日前召开，
明确自今年 3 月 1 日起，钱塘江、
瓯江、椒江、甬江、苕溪、运河、飞
云江、鳌江等八大水系将统一禁
渔，以更好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
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据了解，浙江内陆有八大水
系，流系复杂、范围广、跨度大，此
前各地根据地方实际，选择性制

定了一些地方性禁渔制度，但禁
渔 水 域 相 对 割 裂 ，未 形 成 系 统
体系。

为实现整合优化，统一后的
八大水系禁渔范围在覆盖已实施
禁渔制度水域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了江海交汇禁渔界线，并将
重要支流、跨县（市、区）的河流统
一纳入此次禁渔范围，避免禁渔
水域碎片化。总体来看，包括了
八大干流和 64 条支流，共计 1030

余公里。
根据安排，八大水系中苕溪、

京杭大运河干流实施全年禁渔，
其他水系禁渔时间统一为 3 月 1
日 0时至 6月 30日 24时。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传统
休闲垂钓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是有
限的，八大水系统一禁渔期间，娱
乐性游钓不在禁止范围之内，除
此之外其他所有作业方式都将被
禁止。 朱智翔 来逸晨 徐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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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保护修复湿地 候鸟变“常客”

◆陈博宜 白姝 魏慧娟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近年来，新疆不断加强湿地保
护修复，湿地面积已达 394.82 万
公顷，初步形成以湿地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湿地公园为主的湿地保
护体系。

去年入冬以来，玛纳斯国家
湿地公园陆续迎来天鹅、大雁、白
鹭、绿头鸭等 200 多种候鸟，吸引
许多观鸟爱好者驻足拍照。玛纳
斯县近年先后投入 3 亿多元，实
施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

等生态建设，使湿地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
停留、繁殖，候鸟从“稀客”成为了

“常客”。目前，玛纳斯国家湿地
公 园 记 录 到 的 各 类 植 物 达 211
种，鸟类 279 种，与 2014 年相比，
分别增加了 11种和 7种。

近年来，新疆通过立法加强
对湿地的保护和管理，相继颁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
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要湿地
确认办法》等，为湿地资源保护提
供了制度和法律依据。同时，各

地采取退耕还湿、湿地生态补水、
有害生物防治、栖息地恢复、湿地
植被恢复等措施，扩大湿地面积，
恢复了一批退化湿地，改善了部
分湿地的生态状况。新疆还通过
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形
成了全社会支持湿地保护的良好
氛围。

据悉，新疆现已建立湿地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处、湿地
类型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4 处、
国家湿地公园 51 处，湿地保护率
达到 51.29%。 杨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