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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共建
万物和谐的美丽世
界；每个人多一点环
境友好的行为，用实
际行动与大自然和
谐共处，共同守护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家园

近日召开的第七届世界

自然保护大会，更新了地球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且评

估 了 138374 个 物 种 的 灭 绝

风 险 ，评 估 显 示 其 中 38534
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在这

份长长的濒临灭绝物种名单

中，有巨蜥、鲨鱼、鳐鱼、犀牛

等等，人们熟知的长颈鹿也

被列入名单。

长颈鹿是小朋友们印象

深刻的物种之一，在动物园

时常能看到一群群欢脱的孩

子围观长颈鹿并发出惊叹。

也许正因如此，长颈鹿的濒

危更让人触动。

无论是多彩的鲜花，还

是绿色的青苔，无论是翱翔

天际的猛禽，还是畅游沧海

的鱼儿，每一个物种都是大

自 然 的 馈 赠 。 自 然 演 化 的

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生物灭

绝现象，其原因多被推测为

不可抗力的影响。但如今，

地 球 生 态 系 统 退 化 的 根 源

已十分明确，即人类活动影

响 。 一 些 野 生 动 物 悄 然 告

别 世 界 ，究 其 原 因 ，最 主 要

的无外乎两点：猎杀和栖息

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

的生命”，人类的衣、食、住、

行，无不得益于自然界的慷

慨，得益于生物多样性的惠

赠。然而，由于人类砍伐森

林、侵占湿地、破坏草原、污染海洋等原因，野生动物

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

成重大风险。

10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昆明举办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

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当人

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

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我们要深

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近年来，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立法步伐，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系，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如今，我们生态保

护的社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持续提升，生物遗传资

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90%的陆地生态系统

类型和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

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经

验、中国方案，举世瞩目。

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

议刚刚圆满落幕，与会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大计，凝聚共识，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我

们相信，各国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就能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对我

们每个人来说，也要多一点环境友好的行为，用实际

行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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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过后，辽宁省盘锦市辽河口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成群的水鸟在泥滩上歇脚、踱步。

今年 2 月，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正式公布，共列入野生动物 980 种和 8 类，新增了 517 种
（类）野生动物，其中黑嘴鸥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
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黑嘴鸥保护的“升级”，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物种
认知的加深及保护意识的增强。在黑嘴鸥主要繁殖地盘
锦，经过 30 多年持续有效的保护，黑嘴鸥的繁殖成功率
大幅提升，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加强栖息地保
护，黑嘴鸥种群数
量越来越多

这几天，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

护服务中心主任李玉祥又在芦苇荡

边，用望远镜仔细观测。

“鸟儿跟着潮就上来了。你看，

近处那只头上有个灰点、走路悠闲

挺胸的就是黑嘴鸥，跟夏天时的黑

脑袋不一样了，这是刚刚换上的冬

羽。”对于黑嘴鸥的习性，李玉祥如

数家珍。

黑嘴鸥是世界濒危物种，1871
年首次在福建厦门被发现。此后一

个多世纪，黑嘴鸥成为鸟类学家探

寻、研究的对象。

1986 年，研究人员在江苏盐城

发 现 两 个 黑 嘴 鸥 鸟 巢 ；1989 年 ，又

在盘锦市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现

在 的 辽 河 口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发 现 两 个 黑 嘴 鸥 鸟 巢 。 随 后 在

1991 年，一支由中外鸟类学家组成

的 调 查 小 组 进 入 盘 锦 湿 地 开 展 调

查，其间在保护区统计到黑嘴鸥成

鸟 1200 只 、繁 殖 巢 310 多 个 ，随 后

确 认 双 台 河 口 自 然 保 护 区 是 全 球

最大种群的黑嘴鸥繁殖地，当时估

计 全 球 的 黑 嘴 鸥 种 群 数 量 不 足

2000 只。

李玉祥 1989 年大学毕业，从那

时 起 就 开 始 从 事 黑 嘴 鸥 研 究 和 保

护。“黑嘴鸥多在潮间带的高滩上繁

殖，自然条件下受潮汐影响，繁殖巢

很容易被淹没，造成繁殖成功率低，

种群发展缓慢。”李玉祥说，“全世界

一 半 数 量 的 黑 嘴 鸥 在 盘 锦 繁 衍 生

息，保护黑嘴鸥，最重要的就是保护

繁殖地。”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盘锦农业

发展如火如荼，黑嘴鸥保护从一开

始 就 面 临 着 与 农 业 协 调 发 展 的 课

题。李玉祥回忆，1993 年，盘锦大洼

小三角洲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专

门 安 排 410 万 元 用 于 黑 嘴 鸥 栖 息

地、繁殖地的保护。

“我们用这笔钱试验性建设了

人工繁殖岛。”李玉祥介绍，人工繁

殖岛依据黑嘴鸥的繁殖环境，严格

控制水位和植被，“我们既要割芦苇

来保证碱蓬草的生长，还要割除部

分碱蓬，防止其过度生长影响黑嘴

鸥选择巢址和筑巢。每年 4 月至 7
月都要控制海水水位，防止潮水淹

没鸟巢，维持陆域滩涂面积供黑嘴

鸥筑巢繁殖。人工岛周围还挖了环

沟，减少天敌侵害。”

人工繁殖岛大幅提升了黑嘴鸥

的繁殖成功率。随着人工繁殖岛各

项控制技术越来越成熟，黑嘴鸥的

繁殖成功率从过去的不到 30%提升

到现在的 60%至 70%，有效增加了种

群数量。今年，在盘锦共观测到繁

殖的黑嘴鸥 1 万余只。

更让李玉祥高兴的是，人们的

保护意识在增强。他说：“生态保护

是一项系统工程。去年，盘锦依法

推进大面积退养还湿，今年就观测

到有黑嘴鸥在里面筑巢了！”

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营造保护生
态的浓厚氛围

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

德天和黑嘴鸥的缘分，是从一篇报

道开始的。1990 年，他作为一家报

社 的 记 者 参 与 黑 嘴 鸥 繁 殖 地 的

考察。

“1987 年，同样是在盘锦发现丹

顶鹤，新闻报道之后社会各界很关

注，盘锦一下子成了‘鹤乡’，黑嘴鸥

的相关报道却没激起什么浪花。”刘

德天开始思考，“中国自古就有鹤文

化，但大家对黑嘴鸥太陌生了，需要

做的工作更多。”

1991 年，刘德天发起成立了盘

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一边组织爱

鸟人士参与到护鸟行动中，一边收

集和宣传黑嘴鸥文化。

志 愿 者 沈 仁 琦 是 一 名 退 休 医

生，在黑嘴鸥保护协会里负责为鸟

儿们治病。2009 年，她接收了一只

黑 嘴 鸥 雏 鸟 ，腿 部 受 了 贯 穿 伤 ，已

经奄奄一息。“我用针管把氨基酸、

葡 萄 糖 一 点 点 推 到 它 嘴 里 。”沈 仁

琦 回 忆 ，“ 后 来 这 只 鸟 在 我 家 越

冬。等第二年鸟群回来时，协会给

它举行了放飞仪式，当时现场好多

人都热烈鼓掌，让我觉得我们做的

事很有意义。”

“协会作为平台，聚集了社会各

界人士，组成宣传、护鸟、文化、专

家、法律等 5 个团队，各展所长，形

成 保 护 黑 嘴 鸥 的 浓 厚 氛 围 。”刘 德

天说。

2011 年，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

会成立 20 周年时，将多年来搜集到

的 60 个民间关于黑嘴鸥的故事汇

集成书——《黑嘴鸥传说》，黑嘴鸥

作 为 民 间“ 吉 祥 鸟 ”的 文 化 形 象 被

挖 掘 、深 化 。 刘 德 天 认 为 ，随 着 与

黑嘴鸥相关的吉祥文化深入人心，

保 护 黑 嘴 鸥 更 容 易 成 为 每 个 人 的

自觉。

如今，协会会员已经从最初的

47 人，发展至 4 万多人。“虽然叫黑

嘴鸥保护协会，但我们做的已经不

限于保护黑嘴鸥这一种鸟类，而是

广义的对物种栖息地、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刘德天说。

2015 年，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

会重新设计了会标，颜色从原来的

黑白变成了彩色。刘德天解释说：

“以前黑嘴鸥保护形势严峻，现在保

护做得好了，黑嘴鸥的世界也明媚

起来了！”

推进生态环保
教育，培养热爱自
然、有责任感的下
一代

9 月 3 日，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一

小学五年级（4）班上了一堂校本课，

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知识。

学 校 课 程 开 发 部 主 任 夏 秋 介

绍：“我们一直把绿色教育作为办学

特色之一，不仅有自己的校本教材、

课程，还结合盘锦地域特色开展湿

地生态体验式教育，考试题目也会

涉及‘盘锦共有多少种鸟类’‘保护

湿地我们能做什么’等题目。”

“野生鸟儿放飞，辽河岸边生态

考察，我为鸟儿植树建家园，红海滩

捡拾垃圾……”五年级学生俞佳彤

回忆说，从入校以来，自己已经参加

过多次生态环境保护活动，“我为家

乡有这么多鸟儿自豪，保护它们、保

护它们的栖息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现场，是

最好的教育场景。”刘德天说，现在

盘锦很多学校环保实践教育的理念

都加强了，成为黑嘴鸥保护协会的

会员单位。

实践性的生态环保教育需要活

动场所。在盘锦，不少生态旅游景

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学校、公益

组织合作，为生态环保教育提供基

地、场所。

盘锦鼎翔生态旅游区鸟乐园的

石板路旁，每隔几步便有一块鸟类

介绍展板，在密林中利用玻璃和隔

音设施打造的观鸟长廊，为鸟儿营

造不受打扰的自然环境。景区负责

人李剑华介绍：“因为景区生态好，

每年都有大量迁徙的候鸟在这里歇

脚，学生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自然

状态下的鸟类活动，增加对鸟类、对

自然界的认识和感情。”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事业，培养热爱自然、有责

任感的下一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

职责。”夏秋说，“盘锦特有的生态资

源，为生态环保教育提供了丰富的

场景，我们要让孩子们在多彩多样

的体验活动中，亲近、欣赏、享受大

自然，感恩、敬畏、尊重大自然，养成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的良好习惯。”

辽宁盘锦多方合力保护珍稀物种

让黑嘴鸥在这里惬意栖居
本报记者 胡婧怡

广西博白县圭地河上，渔民黄

华划着竹排，把手里的渔网用力一

撒，收上来满满当当一网。他笑着

说：“这几年，博白整治水环境污染

下了很大力气，拆了好多养殖场，划

了禁养区，水质明显改善，河里绝迹

多年的鱼又回来了！”

圭 地 河 是 九 洲 江 的 一 条 主 要

支流，以前周边村民主要以养殖业

为 生 ，养 殖 密 度 大 ，严 重 污 染 水 环

境。近年来，博白县围绕养殖污染

治 理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工 业 污

染 防 治 、农 村 环 境 改 善 等 ，打 响 了

九洲江环境治理攻坚战。现在，河

水 变 清 了 ，鱼 儿 变 多 了 ，白 鹭 翩 跹

飞翔，两岸居民的“幸福指数”显著

提升。

圭地河的变迁，是九洲江水环

境 整 治 的 一 个 缩 影 。 九 洲 江 是 跨

广 西 、广 东 两 地 的 河 流 ，下 游 的 鹤

地水库是广东湛江 市 的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 随 着 流 域 人 口 增 长 及 城 镇

化 进 程 ，九 洲 江 水 质 一 度 降 至 劣

Ⅴ类。

近年来，两地探索建立“成本共

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双向补偿”

机制，加强合作交流，实行联防联控

和流域共治，建立统一的决策协商、

信息通报、联合执法和预警应急机

制，共同维护九洲江流域生态环境

安全。两地通过水源涵养、污染防

治、统一监测、强化监管等措施，创

新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确保“一江

净水向东流”。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

生态环境处处长赖春苗介绍，2015
年 9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推动

在广西广东九洲江等地开展跨地区

生态补偿试点。 2016 年 3 月，两省

区政府签署《九洲江流域上下游横

向生态补偿协议》，明确两地 3 年里

各出资 3 亿元治理九洲江；在此基

础上，中央财政共拨付 8 亿元生态

补偿奖励资金，支持九洲江流域水

环境保护和产业转型升级。2019 年

1 月，两省区继续签订生态补偿协

议，从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各出资

1 亿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流

域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2019 年，广西成立九洲江等重

点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指

挥部，深入分析研究重点流域污染

问题，逐条制定治理对策，印发了九

洲江流域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指导意

见、城镇生活污染治理指导意见、畜

禽养殖污染治理指导意见，为流域

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经常赴九洲江流域调研督导，开

展水质加密监测和污染源调查，指

导地方为治污找病根、开药方。“陆

川县和博白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从

根子上大幅削减流域重点污染源，

通过‘淘汰关停、升级改造、易地搬

迁’三种治理模式，完成九洲江流域

16 家重点涉水工业企业污染治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作人

员郑红萍说。

“两省区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

共 治 ，建 立 横 向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使

得九洲江水质稳定向好，逐年跨上

新 台 阶 。”赖 春 苗 说 。 截 至 今 年 6
月，粤桂两省区累计投入用于九洲

江流域保护治理工作的资金达 27.2
亿元。今年上半年，九洲江山角断

面 水 质 达 Ⅲ 类 ，达 到 国 家 考 核 要

求，珠江—西江生态环境屏障进一

步筑牢。

流域共治补生态短板

河水清澈了 鱼儿回来了
庞革平 昌苗苗

本报电 （记者寇江泽）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近日

发布的一项评估核算结果显示，黑龙江大兴安岭森林和

湿 地 等 重 要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总 价 值 量 每 年 达 到

7828.89 亿元，其中，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量分别为每年 5993.23 亿元、1835.66 亿元。

这次森林和湿地生态产品评估与绿色价值核算表

明，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涵养水源量

为每年 157.78 亿立方米，相当于该地区水资源储量的

96.21%，固碳量为 1656.94 万吨。

评估团队负责人、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王兵介绍，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重点，包括森林资源保育土壤、

林木养分固持、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方面。湿地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评估重点，包括湿地提供生物栖息地、固碳释

氧、涵养水源、改善小气候等方面。对森林与湿地生态产

品进行评估并设计价值实现路径，有助于推动资源保护

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为“十四五”时期生态建设发展提

供了科技支撑。

黑龙江大兴安岭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年近 8000亿元

上图：辽 宁 盘 锦 红 海 滩 风 景 廊

道。 林 松摄

右图：黑嘴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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