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赵娜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二 2015/08/25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ail:zghjbstb@163.com生态06

◆本报记者闫艳

从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处出发，工作人员戴小华开着电瓶车
开始了一天的科研监测。穿过沿沪大
道，进入一条小路，近处是稻田和果园，
远处是苏式的石桥和民居。

在天福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内，
河道已经贯通形成自循环，以河岸线为
基础，向外拓展 10 米~30 米范围，种植
了生态防护林，一只只牛背鹭会从这棵
树上飞到那棵树上。如果没有穿过沿
沪大道，没有听见高铁驶过的声音，仅
仅就看看管理处所在的桥苑公园，也许
看不出天福湿地公园与其他湿地公园
的区别。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建设一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显然需要付出更多
的心血和更大的勇气。

不一样的湿地公园
道路穿插，却不影响生物迁徙

京沪高铁、沪宁铁路、沿沪大道和
正在建设的沪通铁路，将 8 平方公里的
天福湿地公园分割成了井字形。

道路交通将生态环境破碎化，这样
的地方能被称作湿地公园吗？这样的
疑问在天福湿地公园申报国家湿地公
园时，就受到了大多数评委的质疑。

回忆起当时申报的情景，天福湿地
公园管理处主任卓亮依旧记忆犹新：

“以往所见的湿地公园，可能水面比较
大，环境非常好，但我们的湿地公园却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公路、铁路
的建设会影响动物迁徙的廊道，这样对
湿地公园的物种，尤其是苏南区域的原
生乡土物种都有可能造成很大影响。”

可是目前国家在建设高铁、公路等
基础工程时，会有很多地方出现生态环
境的破碎化。“对于这样的破碎化，我们
又该如何通过生态化的手段将影响降
到最低呢？”卓亮说道。

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天福湿地公园
特别对于生物迁徙的廊道做了设计。
据卓亮介绍，由于新建沪通铁路隔断了
保育区和其他功能区，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会清除工程区内的植物，建成后土地
裸露，动物迁移缺少庇护。所以公园建
议在铁路高架下恢复低矮灌木林，既不影
响铁路安全，又可以构建生物廊道，为爬
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迁移提供迁徙通道。

作为除云南红河湿地公园以外的
第二家水稻田湿地公园，天福湿地公园
最终获得了评委们的支持。2013 年底，
天福湿地公园被国家林业局批准，成为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这种前瞻性的思路，这种敢于尝试
的勇气，并不是在申报国家湿地公园时
的灵光一现。早在 2006 年昆山市花桥
经济开发区进行总体规划时，就明确要
将天福湿地公园所在的 8 平方公里土
地进行保护，而这片区域占花桥经济开
发区总面积的 1/6。

打开谷歌地图，利用卫星图像查看
天福湿地公园的位置，它的四周被众多
蓝色屋顶的区域包围着，这些区域都是
工业集中区。2012 年，花桥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将整个天福湿地公园所在地的
总体规划又做了一个调整，希望将原先
的生态涵养区再提升一步变成国家级
的湿地公园，而这一步提升也体现了管
委会本身的决心和勇气。

“当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的住宅用
地，最高拍卖价是每亩 600 余万元，8 平
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 1.2 万亩地，它的
价值之高可想而知。在 2012 年时能拒
绝这样的经济诱惑，把它变成生态保护
区，尤其是国家湿地公园，是需要政府
下很大的决心的。”卓亮告诉记者。

不一样的运营管理
不靠旅游，靠水稻盈利用于保护

在整个天福湿地公园的区域内穿
行，并没有看到大量的游客，这和有些
湿 地 公 园 的 人 满 为 患 形 成 了 鲜 明 对
比 。 在 对 公 园 的 建 设 发 展 情 况 进 行
介 绍 的 时 候 ，工 作 人 员 也 并 没有把发
展旅游摆在首位，而被提到最多的词是

“保护”。
可是保护的钱哪里来，运营的钱哪

里来，如何保持正常运营？卓亮解释
道：“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不一定要投
资很大，不是说一个公园的建设就要投
资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湿地公园
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保护，而不在于开
发、建设。有些湿地公园投资巨大，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开展旅游业，要进行
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如相关的
酒店宾馆、旅游设施等。这块资金我们
是可以节约投资的，只要在现有基础上
加以保护和利用就可以了。”

为 此 ，卓 亮 为 记 者 算 了 一 笔 明 细
账：公园管理处所在地的桥苑公园有 3

个大水面，环境也很好，和传统印象中
的湿地公园相似，这样占地 1200 亩的
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投资
大约为 2000 万元~3000 万元，很多绿化
植被都是原先保留下来的，大水面也不
用开挖，本身就是沪宁高速取土留下来
的。而整个 8 平方公里的区域，如果仅
仅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的角度来看，投
入的资金大约在5000万元~6000万元。

“因地制宜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其实
很重要，如果真正利用好、保护好，不仅
能创造很好的景观价值，而且投资也会
比较少。”卓亮告诉记者，“同时，我们也
享有相关的补贴。农业的土地整理有
补贴，水利部门河道开挖也有补贴，比
如 我 们 在 农 田 水 利 上 投 资 了 1000 万
元，昆山市可以补贴 500 万元，还包括
生态补偿机制对水稻田进行每亩 800
元 的 补 贴 ，对 湿 地 的 补 贴 是 每 亩 150
元。马上，中央财政还要给予我们 300
万元的补贴，主要是对我们科研宣教和
湿地恢复工作的奖励。”

除了补贴，天福湿地公园本身是水
稻田湿地，也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收
益。1.2 万亩的区域内有 7000 亩~8000
亩的水稻田，按每亩土地可以收获 1200
斤水稻来计算，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如果将来利用有机农业让湿地公
园里产出的水稻进入市场，水稻的价值
还将有大幅度提升。同时，湿地公园保
留了近 300 栋民居，很多企业或者经营
者都想来租住这些民房，每栋民房的租
金大概是每年 3 万元~5 万元，仅民房租
金这一项，就可以收入 1000 万元，完全
可以补贴公园管理处运营的成本。

“不考虑生态旅游，光靠水稻田和
民居的租金，我们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运
营。”卓亮说：“我们需要考虑长远，经济
效益是一方面，更多考虑的是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我们希望更多
地体现在生态农业上。”

先天不足，后天能补吗？
江苏天福湿地公园克服条块分割等不利条件，因地制宜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原二军

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向
来有“地球第三极核心”之称，地理环境
十分特殊，全球生态地位极为重要。

为了确保西藏生态环境良好，2009
年 2 月，国务院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规 划（2008~2030 年）》（以 下 简 称《规
划》），确立了三大类 10 项工程。6 年过
去了，这些过程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
效果？

日前，西藏召开政府专题会议，对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
（2008~2014 年）建设成效评估报告》进
行了审议。

评估报告表明，《规划》实施 6 年多
来，国家已累计投入数十亿元，生态保
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三大类 10 项工
程有序推进，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
民生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
工程的实施，西藏高原生态系统保持了
整体稳定，各类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和发展，生态服务价值明显提升，生态
屏障功能稳定向好，进一步促进了西藏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包括哪些？

记者了解到，《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与建设规划》提出保护与建设藏北
高原和藏西山地以草甸-草原-荒漠生
态系统为主体的屏障区，藏南及喜马拉
雅中段以灌丛、草原生态系统为主体的
屏障区，藏东南和藏东以森林生态系统
为主体的屏障区这 3 个生态安全屏障
区，其目标是系统地构建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确保西藏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良性
循环状态，保障重要生态功能有效发
挥，让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得
到有效控制，保障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
发展，发挥西藏对全国乃至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生态安全保障作用。

《规划》确定了三大类 10 项工程，其
中重点保护工程包括天然草地保护工
程、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野
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要
湿地保护工程、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
程 5 项；重点建设工程包括防护林体系
建设工程、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
程、防沙治沙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4
项；支撑保障项目工程将建设由生态环
境监测控制体系、草地生态监测体系、
林业生态监测体系和水土保持监测体
系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监测网络。

有专家指出，这是继青海“三江源”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之后，
国家在青藏高原实施的又一项重点生
态工程，将有助于促进西藏各类生态系
统自然恢复、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6年来工程推进情况如何？

《规划》批准后，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的落实和实施，进
行了一系列专项部署。三大类 10 项工
程得到全面实施。

在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十二五”支
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项目规划方
案中，10 项工程“十二五”规划总投资
46.9 亿元，截至 2014 年底，《规划》中十
大工程累计到位投资 56.66亿元。

在重点保护工程中，天然草地保护
工程投入 20.4 亿元，完成退牧还草工程
391.3 万公顷、治理鼠害草地 248.7 万公
顷、治理虫害草地 75.2 万公顷、治理毒

草害草地 5.7 万公顷；野生动植物保护
及保护区建设工程完成投资 1.3 亿元，
建成羌塘、工布等 8个自然保护区；重要
湿地保护工程完成投资 2.6 亿元，开展
了玛旁雍错、麦地卡等 6 个重要湿地保
护与恢复工程。

重点建设工程中，防护林体系建设
工 程 完 成 投 资 5.2 亿 元 ，建 成 人 工 林
6.03 万公顷、封山育林 2.22 万公顷；人
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投入 3.6 亿
元，建成灌溉人工饲草料基地 6.96 万公
顷、绿洲型饲草基地 0.18 万公顷、旱作
人工饲草料基地 3.95 万公顷；防沙治沙
工程投入 4.7 亿元，治理各类沙化土地
15.16 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投入
1.6 亿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13个，治理面积约 412.41 平方公里。

支撑保障工程中，生态安全屏障监
测工程投入了 0.6 亿元，建成 1 个生态监
测站、5 个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5
个、54 个水土保持监测分站和 1 个自治
区草地资源监测中心。

工程实施取得了哪些效果？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
程（2008~2014 年）建设成效评估》表明，

《规划》拟定的主要工程有序推进，部分
重点工程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良性
生态效益，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过
去存在的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了初
步遏制，工程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有
所提升，生态屏障功能基本稳定向好。

近 20 年来，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

整 体 稳 定 ，生 态 格 局 的 变 化 率 低 于
0.15%。 地 面 植 被 覆 盖 度 呈 小 幅 度 上
升，覆盖度增加的区域面积占全区国土
比例 66.5%。

全区沙化面积沙化土地面积逐步
减少、沙化程度有所降低。工程区植被
覆盖度提高 16.9%，草地生态系统结构
改善明显。

新型清洁能源使用的比例大幅度
提高、降低了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依
赖。农牧区清洁能源使用率达 65.6％，
农牧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41.37 万平方
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33.9%，居全国
之首。西藏 125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39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已建
的自然保护区中得到较好的保护。湿
地保护区面积已达 652.9 万公顷，高寒
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生态系统水源调节作用波动中提
升，涵养作用稳固维持。生态系统防风
固沙作用开始发挥，主要风沙区强度减
弱。生态系统碳固定总量增加 2.56%，
固碳功能稳中有升。

“第一期工程奠定了西藏生态安全
屏障的主体构架，后续的工程实施将进
一步加强高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全
球气候变化对于西藏生态建设总体有
利。”有专家表示，2030 年屏障工程完成
之后，西藏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将再提
升约 3%~5％，将基本达到“有效保护、
成功治理、稳定向好、生态安全”的《规
划》目标。

西藏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保持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初步遏制生态环境退化趋势

本报记者赵娜延吉报道 第三届
旅游业融合与创新（中国·延边）论坛
近日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
开。旅游业新产品、新业态高度融
合，旅游品质创新的新时代与新特点
成为本届论坛的亮点。

论坛由新华网、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更
高的品质分享、更多的国民参与”为
主题，由 2015 旅游业融合与创新峰
会、国民休闲新时代下的大众旅游峰
会、2015 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发布会、
2015 中 国 图 们 江 文 化 旅 游 节 开 幕
式 4 部分组成。围绕新型城镇化建
设与旅游业发展，大众旅游与国民休
闲，构建生态文明下的旅游发展，倡
导旅游标准化，文化产业、休闲产业、
创意产业高度融合的新时代 5 个方
面展开广泛交流与深度对话。

秉承发现最美、报道最美，凭借
3 年来的专业权威和丰厚积累，2015
最美中国榜榜单发布仪式在 2015 中
国图们江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场公
布。2015 最美中国榜，围绕“区位环
境、特色文化、智慧旅游、休闲风尚、

自然风情、绿色环保、管理创新、配套
服务、品牌引领、责任凝聚、人才管
理”11 个方面，最终有 90 个市（区、
县）或风景区入围榜单。

延 边 不 仅有生态优良的自然环
境，还有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具备发
展旅游业、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条件。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李景浩
说，多年来，延边立足区位、资源、人
文优势，不断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创
新，着力培育和壮大绿色产业，打造
生态宜居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延边 215 万各族群众的共同
梦想不懈努力。中国图们江文化旅
游节即是传承和弘扬中国朝鲜族文
化、打造生态宜居家园、推动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本届图
们江文化旅游节将向海内外集中展
示我们近年来在发展山水观光游、民
俗体验游、跨国风情游、现代农业游
等特色文化旅游中的有益探索。

目 前 ，延 边 接 待 海 内 外 游 客
1167.7 万 人（次），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172.8 亿元。延边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 20.3%。

第三届旅游业融合与创新论坛召开

推动旅游与文化有机融合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环保局了解到，乌鲁木齐河流域日
前成功纳入国家良好江河湖泊生态
环境保护项目库，成为 2015 年国家
新增支持的 15 个江河湖泊之一，并
在 2015 年度首期获得 2000 万元国家
专项资金支持。

乌鲁木齐河流域年径流量 4.908
亿立方米，流域以及流域内大西沟、
乌拉泊、红雁池三大水库水域面积约
为 22 平方公里，大西沟、乌拉泊、红
雁池三大水库均划分为乌鲁木齐市
饮用水源保护区，是乌鲁木齐 400 万
居民生活饮用水的主要水源，年供水
量占到乌鲁木齐市生活用水的 60%
以上。

历年来，乌鲁木齐市政府高度重
视乌鲁木齐河流域突出环境问题，积
极筹措资金开展了全流域环境治理
工作，特别是在 2012~2015 年度累计
投入 19.52 亿元专项资金实施了乌拉

泊水源地油料转运站迁建及临时防
渗围堰、水源保护区围栏、农牧民的
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水源地环境综
合整治的 10 项“碧水工程”，取得了
积极成效。

为 加 快 实 施 乌 鲁 木 齐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和 饮 用 水 源 地
保 护 工 程 ，乌 鲁 木 齐 市 又 编 制 了
2015 年 到 2020 年 乌 鲁 木 齐 河 湖 泊
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实施方案，并争
取 到 国 家 江 河 湖 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专项资金支持。

这一方案涵盖区域起点为乌鲁
木齐河发源地一号冰川，终点到红雁
池水库水源地，总面积为 1456.96 平
方公里。并提出了 45 项建设工程，
分别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湖泊生态
安全调查和评估、流域生态修护与保
护、流域污染源治理、环境监管能力
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6 个方面实
施和保护乌鲁木齐河湖泊流域生态
环境，共需投资 33.28亿元。

乌鲁木齐河流域纳入项目库
首期获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目前已有 470 余种植物
和 12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安家，湿地一片生机盎然。 汤亚平摄

今年以来，山东省多地降雨量同期偏少，尽管近期连续迎来几场大范围降
雨，依然难以解渴。济南南部锦绣川水库往年宽阔的水面已大大缩减，库底宛
如草原，不少区域甚至被种上了庄稼。 董若义摄

在江苏昆山天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处的二楼有个标本室，里面许多铁皮柜，
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标本，这些植
物标本都是在天福湿地公园里发现的植
物，保守估计大约有 470种植物。

据卓亮介绍说：“目前，我们对整个
区域的各项环境要素都进行全面监测，
比如水、土壤、病虫害、野生动植物、气
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都在收集整理。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相当于一个数据库，把所有信息都放入
数据库中，通过数据的不断累积，可以形
成对比，进行研究。”

卓亮本身也参与科研监测工作，从
2006 年桥苑公园建设之前，这样的研究
就已经开始了。“我开始对斑嘴鸭种群进
行定期监测，2006 年在桥苑公园还没有
建设的时候，斑嘴鸭已经开始在天福越
冬了；2006 年~2009 年，3 年建设期间，斑
嘴鸭种群消失了；2009 年，桥苑公园建
设好后，那年冬天，我发现斑嘴鸭又回来
了，大概有 35 只；2010 年，发现斑嘴鸭的
数量增多了，从 35 只增加到了 50 多只；
此后每一年，数量都有所增加，一直到
2014 年冬天，统计下来斑嘴鸭的数量达
到了 100多只。”

“通过监测说明，生态环境可以满足
斑嘴鸭的生活。同时，监测中发现，来这
里越冬的不仅有斑嘴鸭，还有绿翅鸭、绿
头鸭。雁鸭类的种群不断扩大，种类不
断增多。通过 5 年~10 年的监测数据积
累，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会有很好的指导
作用。”卓亮解释道。

在科研监测的基础上，保护湿地公
园内的物种也十分重要。公园的生态宣
教专员汤亚平告诉记者，去年 9 月，他和
同事陈曦在树林中寻找捕鸟网，在靠近
沿沪大道东侧的树林中意外发现了新的
捕鸟网，并发现有一只东方角鸮缠挂在
上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缠在东方角鸮
身上的鸟网去除，带回公园管理处做进
一步观察，在确定东方角鸮并无外伤后
返回原地将其释放。

为做好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工作，
2014 年 4 月，公园管理处成立了综合执
法队。目前综合执法队共有 24 人，一天
3 班，每班 8 人，对整个天福湿地公园进
行 24小时监控。

综合执法队刚开始工作时，每月每
个班的工作人员都能发现 10 张捕鸟网
和 10块以上用来电鱼的电瓶。

“今年 7 月，综合执法队只有 1 个班
没收了 1 张捕鸟网。这也说明，通过我
们的工作，老百姓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
意识得到了提高。”卓亮告诉记者。

科研监测指导修复
生物种群逐年增多

本报记者闫艳

本报讯 黑龙江省人大近日召开
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专题
审 议《黑 龙 江 省 湿 地 保 护 条 例（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根
据《条例（草案）》，黑龙江省将建立湿
地生态红线制度、湿地保护补偿制度
和分级保护制度。这标志着占全省
土地面积 11.8%的湿地将得到全面
保护，部分湿地保护力度不够、遭到
破坏的局面有望改变。

此次审议的《条例（草案）》共 7
章 53 条，主要规范了建立健全湿地
保护制度、采取全面严格的保护措
施、规范湿地利用内容、强化监督管
理等内容。

在制度建设方面，《条例（草案）》
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以及综合评价考核体系，湿地保护和
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
建立湿地生态红线制度。县级以上
政府应当科学划定并严守湿地生态

红线，维持湿地生态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建立湿地保
护补偿制度，具体实施办法由省政府
另行制定。建立名录管理制度，湿地
保护实行名录管理。建立分级保护
制度，湿地实行分级保护。

《条例（草案）》规定，保护湿地可
以通过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湿地保护小区等形式进行。建立
湿地生态补水机制，县级以上政府组
织有关部门给予补水；经依法批准在
湿地内从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制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方案，
保 护 湿 地 景 观 资 源 和 自 然 生 态 环
境。湿地主管部门或者管理机构应当
对湿地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湿地公园
内的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商业服务
网点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据了解，2003 年，黑龙江省在全
国率先出台了《黑 龙 江 省 湿 地 保 护
条 例》，在 湿 地 地 方 立法方面开创
了先河。 吴殿峰

黑龙江建湿地生态红线制度
规范湿地利用内容,强化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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