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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了 候 鸟 迁 徙 的 关 键 时 段 。 日

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加强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多

地也采取了各种措施，为候鸟迁徙保驾

护航。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的天香园

是候鸟迁徙路上重要的栖息地，为保护

候鸟顺利进入栖息地，近年来在城市建

设规划中，当地专门为候鸟留下一条横

穿城区上空的通道。通道以鄱阳湖为起

点，直至天香园内，为候鸟迁徙提供了绿

色之路。

南昌的做法，并不是个例。鸟类是

大自然的精灵，对维护生态平衡有着重

要作用。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

国家之一，现有鸟类 1445 种，其中具有

迁徙习性的有 800 多种。而且，我国还

处于 4 条全球候鸟迁徙路线的交汇处，

每 年 迁 徙 季 节 都 会 有 大 量 候 鸟 途 经

我国。

越山川、过海洋。长途迁徙，对于鸟

类来说，是一场艰苦的旅途。近年来，随

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

爱鸟护鸟的意识也在不断提升。除了加

强对鸟类的繁殖地、越冬地等地的保护

以外，针对候鸟迁徙的规律和特点，一些

候鸟迁飞的主要通道省份对于候鸟迁徙

途中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各种保护措施也是越来越具

体。比如，去年秋季，因雨天起雾，一群不得不低空飞行的候

鸟，在湖南省蓝山县被当地的广场射灯影响视线、迷失方向。

发现这一情况后，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连续三天熄

灭了广场上的高射灯及部分街道路灯，并倡导高层建筑主动

熄灭霓虹灯、外墙灯，以保障候鸟正常飞行。

为了帮助鸟类顺利迁徙，一些地区还因地制宜地制定了

不少保护措施。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

迁徙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处“加油站”，每年有上百万只候鸟

在这里栖息或过境。然而，这个候鸟“加油站”，曾一度遭受外

来物种互花米草的侵扰，导致候鸟所食用的水草锐减。为此，

当地通过有效治理，清除互花米草，为候鸟保住了食物。

日前，“爱鸟周”活动正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爱鸟始于

心，护鸟践于行。迁徙的候鸟年复一年，历经艰难险阻，飞越

千山万水。希望这样守护候鸟的“加油站”越来越多，护好它

们迁徙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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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寇江泽）目前是候鸟迁徙的

关键时段，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加

强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

会议要求，各地要建立健全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领导责

任，实行属地管理，牵头建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

议制度，将鸟类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纳入林长制考核

内容，压实生态护林（草）员职责。

国家林草局

部署加强候鸟迁徙保护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开展

长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视频会商。近年来，水利部会同有关

部门及沿江各地深化合作，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长江河道采砂

秩序总体可控、稳定向好。

但与此同时，当前长江干流来沙量大幅下降，长江流域砂

石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在暴利驱使下，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盗

采行为时有发生，方式更加隐蔽，采砂船舶装备升级，“三无”

“隐形”采砂船问题突出，长江采砂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水利部提出，要在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上，落实河长制湖长

制和采砂管理责任制，建立完善政府主导、各部门紧密协作、

快速反应的组织指挥体系，协调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取得预期

成效；在深化部门合作上，沿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加强协调配合，开展联合检查、联合执法，共同会商

案情、畅通案件移送，特别是要在采砂船舶设计、建造、改装、

注册登记、转籍过户、年检等各个环节加强联动，推动长江采

砂船舶减存量、控增量。

公安部提出，沿江各地和长江航运公安局要以深化打击

长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为抓手，紧盯“人、船、砂、证、案、

钱”六个要素和“采、驳、运、销”四个环节，进一步加大打击震

慑、巡查防控、联合整治和警示宣传力度，积极做好综合整治

和源头治理有关工作，坚决遏制长江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

交通运输部提出，要通力合作，依法查处证件不齐、船证

不符的采砂船，坚决取缔拆解“三无”采砂船。

长江流域“三无”“隐形”采砂船问题突出
五部门联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森林覆盖率

将达到 24.1%。

面对新的国土绿化目标，各地绿化工作

有了哪些新规划？基于目前的绿化成果，各

地还将进行哪些探索？近日，本报记者在北

京、山西、浙江等地进行了采访。

新理念——
更加重视绿化的系统

性、整体性，增绿增景更增收

山西临汾市大宁县绿荫造林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贺建红专门研究了山西省发布的“十

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里面提

到了‘全面推进吕梁山生态脆弱区修复’，以

及‘绿化彩化财化同步推进’，今年又有很多

项目可以干了！”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云龙告诉记

者，“从绿化理念上来看，山西目前的绿化更

重视系统和整体布局，比如提出了‘两山七河

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的整体布局；同时更加

侧重促进增绿、增景、增收有机统一，也更加

注重科学绿化理念的贯彻，依据不同地域进

行生态功能区划定等。”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再到更加系统和整

体的布局规划，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植绿理念

都在慢慢转变。

森林、花海、湖泊、梯田，蓝绿交织，清新

明亮——这就是北京城区最大的“绿肺”，北

京温榆河公园一期示范区。

“温榆河公园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就是统

筹 生 态 要 素 ，构 建 蓝 绿 交 织 的 绿 色 生 态 空

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表示，

这也是北京市从重建设、重规模升级为建管

并重，进而推动国土绿化从“绿起来、美起来”

向“活起来”转变的一个缩影。

蓝绿有机融合、平原林海蔓延、绿道连带

成网……高大伟表示，增强全市生态建设的

系统性、整体性，将成为“十四五”时期首都生

态建设的一大突出特色。接下来，北京将推

进森林湿地有机融合，建设林城相映、林田相

护、林水相依、林村相伴、市域一体的自然生

态 系 统 ，进 一 步 提 高 生 态 系 统 连 通 性 、稳

定性。

新特色——
绿化与地方特色、需求

相结合，进一步推进环境美
化、生态修复

这几年，浙江杭州市民和来杭州的游客

都有相同体会：杭州的文化氛围愈发厚重，山

水也更清秀了。对此，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

长高小辉有着自己的理解：“杭州 2017 年就

被评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而评选需要非常

硬性的指标——比如绿地率要达到 35%以

上；同时对绿地布局的合理性也有要求，老百

姓出门 300 米要见得到绿化、500 米要见得到

公园……”

高小辉告诉记者，杭州的园林是代代传

承下来的宝藏，“比如说，上世纪 90 年代杭州

园林的代表太子湾公园，使用树林和大面积

草坪，再引入钱塘江水体，可以说是精雕细琢

打磨出来的。”高小辉介绍，今年杭州计划扩

绿 1000 万平方米，明年再扩绿 1000 万平方

米，同时新建和提升改造城市小公园 50 个，

新建和提升改造健身绿道 550 公里，让老百

姓家住园林边、走在园林中。

“‘十四五’时期，浙江将以打造高质量

‘森林浙江’为目标，继续实施新增百万亩国

土绿化行动，全面启动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等工程。”浙江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胡侠向记者介绍。

浙江的绿化进程，映衬着园林、山水的风

光美景；而山西的绿化，则守护着黄河母亲河

的滚滚波涛。

山西境内，西部绵延 400 多公里的吕梁

山脉紧挨黄河，过去曾是水土流失的“重灾

区”。吕梁山的植被覆盖率越低，入黄河的泥

沙就越多。如今，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主线与绿化结合，成为山西国土

绿化布局的新特色。山西运城市委书记丁小

强介绍，运城市不仅着眼于黄河沿岸的“控

污”与“绿岸”，还将环境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

的格局紧密结合。

新措施——
提高城市绿地生态功

能，“智慧化”管理为绿化
赋能

顺着北京温榆河公园玲珑小岛向北，可

见一座奇特的高塔，外观很像鸟窝，游客可以

攀爬其中。原来，这是茑屋，是一座生态观鸟

塔，游客可以在这里登塔远望，尽情观鸟、观

湖、观园。

“未来，公园会有大量鸟类安家，这里将

会是最佳观赏点之一。”温榆河公园相关负责

人说。高大伟介绍，“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

聚 焦 新 技 术 、新 措 施 ，提 高 城 市 绿 地 生 态

功能。

在浙江湖州安吉县，园林师傅方小强的

工作和以前相比轻松了不少。

方 小 强 告 诉 记 者 ，以 前 到 了 病 虫 害 防

治 季 节 ，尽 管 已 对 城 区 主 次 干 道 和 公 园 广

场摸排多次，但也总有些“漏网之鱼”。“往

往 就 是 几 棵 没 被 发 现 的 病 虫 害 苗 木 ，便 可

能 导 致 这 一 片 的 防 治 工 作 功 亏 一 篑 。”他

说，如今有了智慧园林系统，只要对照系统

整 改 单 上 的 定 位 与 描 述 ，处 理 完 拍 照 直 接

上传即可。

据介绍，为探索智慧化城市绿化管理方

式，2019 年安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发建设

了智慧园林管理系统。通过精准普查，将每

一株树木的地理坐标等信息纳入系统，如果

发现病虫害，可根据系统对整个城区相同树

种进行整体防治。

“通过智慧园林管理系统，我们摸清了园

林绿化家底，比如城区有多少树木、多少品

种、分布在哪里等，园林工作更有章法。”安吉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绿化科主任王双喜告

诉记者。

图①：山西省芦芽山国家森林公园。

曹建国摄（影像中国）

图②：今年 3 月，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

自治县鸬鹚乡西林村，村民挑着树苗前往山

地种植。

李肃人摄（影像中国）

图③：今年 3 月，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庄

顶公路两旁绿树成荫。

胡学军摄（影像中国）

各地就各地就““十四五十四五””时时期绿化工作作出新规划期绿化工作作出新规划、、新探索新探索

为了为了2424..11%%，，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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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
累计完成造林 5.45 亿亩。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
“十四五”时期森林覆盖率
将达到24.1%。

或是增强生态建设系
统性整体性，或是将绿化
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相结合，或是探
索智慧化城市绿化管理方
式……为进一步推进国土
绿化、守护好祖国的绿水
青山，不少地方做出了新
的探索。

爱鸟始于心，护鸟践
于行。希望这样守护候鸟
的“加油站”越来越多，护
好它们迁徙的道路

春 日 的 赤 水 河 ，两 岸 青 山 如 黛 ，风 景

如画。

四川省合江县位于赤水河和长江干流的

交汇处。近年来，合江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致力走出一条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赤水河流域是合江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

物主产区。近日，记者来到合江县大桥镇土

地 坝 村 时 ，村 民 王 先 富 正 在 地 里 管 理 高 粱

秧。去年，该村成为合江县糯红高粱产业发

展核心区，村民依靠种植高粱，人均增收超过

5000 元。

近年来，合江县因时因地制宜发展高粱、

荔枝和真龙柚产业，荒山不仅慢慢变青了，还

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山”。从 2019 年开始，

合江县开始发展 12 万亩糯红高粱订单农业。

2020 年，合江县以荔江镇为主产地的赤水河

流 域 荔 枝 产 量 达 3300 万 公 斤 ，产 值 16.7 亿

元。连片种植面积超过 15 万亩的荔枝林，不

仅有效促进了赤水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

更是成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据 介 绍 ，合 江 县 赤 水 河 流 域 生 活 着 约

35.7 万居民，生活污水管理成为当地保护赤

水河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合江县通过建污

水处理厂、实施人居环境治理“厕所革命”、畜

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等方式，减少面源污染，

保护赤水河的生态环境。

2018 年，合江县沿赤水河的 7 个镇街的

污水处理厂全部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2020
年，合江县完成 7 条县级重点河流水功能区

划定，深入推进长江、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

做好当地转产上岸渔民安置后续工作，水质

保持Ⅱ类标准。

随着赤水河流域保护工作不断推进，合

江县依托赤水河美食地标、文化地标，积极推

出沿赤水河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体验式、

参与式的旅游，共同打造赤水河谷生态文旅

康养长廊。

治理水土流失、整治岸线环境，四川合江县——

赤水河畔 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本报西宁 4月 5日电 （记者贾丰丰）日前，记者从青海省

水利厅获悉：过去 10 年，青海省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9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实现“双降”。

从 2011 年 3 月开始，青海省积极推进水土保持法配套法

规建设，水土保持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统计显示，10 年间，

青海省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9 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利

行业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162.88 平方公里，治理区植被覆

盖率增加 15%至 25%。

过去十年

青海治理水土流失超1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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