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从啾啾鸟鸣中醒来，开

窗，即可拍摄到鸟儿。大树上、湖

泊边，不时可以看到筑巢、觅食、飞

翔的鸟类……

据统计，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武汉鸟类历史记录种类数从 365 种

增加至 415 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

保 护 野 生 鸟 类 从 38 种 增 加 至 46
种。武汉成为全球仅存约 1000 只

的青头潜鸭在我国的重要繁殖地

之一，种群最高纪录达 308 只。

推进湿地建设，
让鸟儿快乐栖息

微波荡漾的湖面，成群结队的

鸟儿，武汉市蔡甸区沉湖湿地自然

保护区内，一派祥和静谧。

“鸬鹚等冬候鸟陆续从北方飞

来，这里已成为鸟的乐园。”沉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治安科科长

冯江自豪地说。沉湖湿地是武汉

市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

武汉境内江河纵横、是“百湖

之城”，湿地面积超过 23 万公顷，湿

地率高达 27%。近年来，武汉不断

推进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

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累计

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 26 处。武汉

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

路线上，既是留鸟的家园，也是候

鸟的重要驿站。

湿地不仅要大，而且要贯通，

才适于鸟儿栖息。据介绍，今年 4
月贯通的武汉交通大动脉四环线，

仅路线规划就历时 6 年，为给 20 余

个湿地湖泊让路，综合里程多绕了

6 公里。

同时，湿地水质要优良。近年

来，武汉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

制度，累计投入 757 亿元，实施涉水

项目 1281 个。中心城区 40 个湖泊

全 面 退 出 经 营 性 水 产 养 殖 ，其 他

126 个湖泊为渔业限制发展区，全

面实行不投肥、不投药、不投饲的

生态养殖模式。

推广口袋公园，
营造鸟类生存环境

沙 湖 是 武 汉 的 城 中 湖 之 一 。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沙湖水质一度

恶化。 2013 年，沙湖公园建成，沙

湖生态环境逐渐修复。同时，武昌

区又对沙湖开展大规模水体整治，

沙湖的水变清了、岸更绿了，野鸭、

黑水鸡等鸟类来此安家。

“和其他区域不同，这里的花

草 树 木 大 多 是 本 地 品 种 ，我 们 不

随 意 修 剪 枝 条 和 杂 草 ，不 扫 枯 枝

落 叶 ，不 洒 农 药 化 肥 ，给 鸟 类 、昆

虫 留 下 栖 身 之 所 ，打 造 适 合 动 物

生存的小环境。”沙湖公园工作人

员张倩说。

“过去我们建公园的理念，是

给 人 一 处 休 闲 的 场 所 ，现 在 升 级

了，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港

湾。”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副局长

柯艳山说。

在武汉这座山水之城，开窗即

见绿，各类公园绿地环绕在人们的

住宅周边。到 2020 年底，全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2%。2015 年，

武汉市将金口垃圾场改建完毕，成

为武汉园博园。现在，园内鸟语花

香，成为网红打卡地和周边居民每

天散步休闲之所。

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武汉

则 见 缝 插 针 推 广 口 袋 公 园 建 设 。

今年，再建 100 个口袋公园被列入

市政府民生实事清单，至 10 月底已

建成 75 个。武汉计划到 2025 年，

投 资 建 设 80 个 湿 地 类 型 公 园 、50
处小微湿地、300 公顷花田花海。

开展科学监测，
全民上阵齐护鸟

“小朋友们，大家看看这只鸭

子，它叫青头潜鸭，全世界仅存约

1000 只。”武汉市解放公园湿地科

普馆，讲解员告诉一群小朋友。

近 10 年 来 ，随 着 繁 殖 地 被 破

坏 ，青 头 潜 鸭 的 种 群 数 量 急 剧 下

降 。 2014 年 4 月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观鸟爱好者卢群在黄陂区拍到

了几只他从未见过的小野鸭，他把

照片发到武汉观鸟爱好者群里，马

上有人认出这是青头潜鸭。武汉

市观鸟协会成员经过连续几年不

懈追踪、观测，终于在 2017 年 12 月

中旬再度发现总量 263 只的大型青

头潜鸭种群，并证实武汉已成为青

头潜鸭重要的栖息地、繁殖地。目

前，武汉市已启动建设黄陂区祁家

湾青头潜鸭栖息地，并将府河、天

兴洲区域纳入野生鸟类栖息地范

围予以保护。

在武汉，政府与民间已形成鸟

类保护的合力。武汉市园林和林

业局与武汉市观鸟协会共同发起

了武汉重点区域鸟类监测，200 余

位资深观鸟爱好者组成志愿者队

伍，在武汉市开展有规律的鸟类观

测 、科 学 研 究 和 鸟 类 及 栖 息 地 保

护。志愿者选定了 61 个鸟类监测

点，2020 年逐步将全市的 15 个湿地

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纳入监测范

围，实现监测全覆盖。鸟类监测成

果每月一报，年底形成年报。

开展鸟类监测时，志愿者还能

随时收集使鸟类生存受到威胁的

违法线索和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证

据 ，快 速 反 映 至 林 业 、水 务 、森 林

公安等部门。近 4 年来，武汉观鸟

协会累计举报捕鸟网 200 余次、各

类 栖 息 地 破 坏 情 况 百 余 次 。 同

时 ，志 愿 者 还 开 展 了 城 市 公 园 观

鸟 公 益 课 堂 、鸟 类 和 湿 地 保 护 讲

座 进 校 园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宣 传 到

社 区 、武 汉 高 校 校 园 寻 鸟 赛 等 不

同类型的活动，推广普及爱鸟、护

鸟的观念。

现在，武汉市还在推进“智慧

湿地”系统建设，通过摄像头、大数

据和鸟类识别等现代技术手段，对

水质、土壤、鸟类、植物等湿地资源

进行全要素、全周期、全覆盖的实

时监测，在科学运用大数据的前提

下对鸟类及其生存环境展开更好

的保护。

左上图：武汉府河湿地，飞翔

的青头潜鸭。 谭 军摄

保护湿地、修复水生态、开展宣传教育，武汉——

护百湖之城 建百鸟乐园
本报记者 田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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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 日电 （记者王

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至 11 月 1 日

零时，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2020—

2021 年度调水任务结束，向河南、河

北、北京、天津四省份调水超 90 亿立

方米，约为水利部下达年度调水计划

74.23 亿 立 方 米 的 121% ，创 历 史 新

高。通水近 7 年来，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调水超 430 亿立方米。

截至目前，中线一期工程向北京、

天津、石家庄、郑州等 20 多座大中城

市、130 个县供水，已成为京津冀豫沿

线大中城市主力水源，受益人口连年

攀升，直接受益人口达 7900 万人。工

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受水区供水格局，

改善了用水水质，提高了供水保证率，

其中河北省黑龙港地区 500 多万人告

别了苦咸水和高氟水。

今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沿线共发生 10 次强降雨过程，降雨

量和持续时间均超常年。水利部加强

督导，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全力做好调

度运行管理，强化责任落实和值班值

守，调度工作提前预判，几十座节制

闸、退水闸、控制闸全线联调，累计下

达调度指令 4300 多门次，稳定控制陶

岔渠首入总干渠流量和渠道水位。

2020—2021 调水年度，按照水利

部统一安排，中线一期工程加大生态

补水力度，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年度生态补水总量达 19.89 亿

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湖生态补水

13.32 亿立方米，约为水利部下达生态补水计划 5.8 亿立方

米的 230%。据统计，通水以来，中线一期工程累计向北方

50 多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补水总量达 69 亿立方米，全面

助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部分区域地下水位止跌回升，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工程

生态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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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11月 1日电 （记者汪志球）目前，贵州湿地

公园总数已达 53 个，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45 个，形成了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不同保护形式

的保护体系。截至 2020 年，全省湿地保护率达 53.61%。

2016 年到 2020 年，贵州加大湿地保护力度，全省各地

投入资金 40.80 亿元，用于保护和修复湿地。

已有湿地公园53个

贵州湿地保护率达53.61%

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武汉江河密布、湿地众多，又处
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如何在城市建
设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年来，武汉严格湿地保护、推
进园林绿化，并进行水生态修复、鸟
类科学监测、护鸟爱鸟教育等工作，
在百湖之城建起百鸟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