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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寇江泽）记者近日获悉：由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等合作发起的

“碳普惠合作网络”正式成立。

碳普惠机制是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

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

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

通过构建一套“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的碳普惠

机制，激发用户参与碳减排的意愿。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碳普惠合

作网络”是自发自愿、非营利的协作机制，以创新碳普惠机

制为主要路径，以激励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为主要目标，

探索建立多元社会化参与机制，推动全国碳普惠工作开展，

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

“碳普惠合作网络”成立
激励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

盛夏时节，一场大雨后，天津市七里海湿

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顾问于增会忽然想

起：七里海警务站门前半米高的灌木丛上有

两个新搭的鸟窝，不知道里面新孵出的 4 只棕

头鸦雀怎么样了。他赶紧给七里海湿地自然

保护区巡查巡护支队支队长韩克武打电话，

得知幼鸟安全，才放下心来。

80 岁的于增会担任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委员会顾问已有 17 年，从湿地修复工

作持续推进到野生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多，他

是见证人之一。“我们也是意外发现，棕头鸦

雀在警务站门前的灌木丛上筑了巢，还孵出

了一窝幼鸟，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于增会说。

形成湖中有岛、岛上
有湖的生态布局

青蒿、苣菜、地肤，郁郁葱葱；罗布麻、旋

复花、红蓼，争奇斗艳……夏日的七里海，湿

润的空气里混着花草的清香。于增会介绍：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分为实验区、缓冲区

和核心区，越往里走珍稀鸟类越多。”

继续前行，苇比人高，满眼皆绿。“这就是

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模样。雨后钻进芦苇荡找

蘑菇，处处闻鸟鸣。”于增会说，后来“水干鱼

净鸭子飞”，鸟类也越来越少……

为 了 让 七 里 海 恢 复 成 昔 日 的“ 大 氧

吧 ”，天 津 市 宁 河 区 制 定《七 里 海 湿 地 生 态

保护修复规划（2017—2025 年）》，实施水源

调蓄、苇海修复、鸟类保护等一系列修复工

程。对 13 万多亩芦苇、水面、土地实施集中

保护管理；疏浚河道 37 公里；恢复植被 2 万

亩；使湿地水域覆盖面积增长 50%以上……

七 里 海 湿 地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逐 步 恢 复 ，鸟 类

品 种 已 由 10 年 前 的 182 种 增 加 到 当 前 的

258 种，每年停留的数量也由 20 万—30 万只

增加到近 50 万只。

如何让这些鸟儿觅食、栖息更方便？七里

海管委会根据鸟类生活习性，新建、改建了 20
处共 100 个鸟岛，形成湖中有岛、岛上有湖的

生态布局。

“岛中湖”分浅水区和深水区。通过科学

控制水位，营造了 1.5 万亩浅水区、1.3 万亩深

水区。浅水区中布有高低错落的浅滩，适合东

方白鹳、苍鹭、白鹭等觅食；深水区适合天鹅、

海鸥、野鸭、鸬鹚等游憩、觅食。

常态化巡护，守护鸟儿安全

每天早上 8 点左右，韩克武都要围着七里

海巡逻一圈。“不仅要保护鸟类不受伤害，还

要带领队员观测鸟类，掌握不同鸟类习性。

核心区日常巡护不能打扰鸟儿，主要是通过

望远镜观察、摄像头监控。”韩克武说。

为确保湿地生态安全，七里海湿地自然

保护区建起了全长 49 公里的环海围栏及视频

监 控 系 统 ，实 现 了 对 湿 地 核 心 区 的 封 闭 管

理。巡护队伍每天坚持常态化巡查巡护，重

要地段设卡口，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捕鸟、

破坏湿地等行为。在人工巡护之外，湿地各

重要点位建有视频监控设备，全天 24 小时由

工作人员盯守，还配备了 1 台侦察无人机，时

刻守护保护区内鸟儿的安全。

前年冬天，韩克武带队巡护时，发现一只

东方白鹳孤零零地趴在冰面上。意识到不对

劲，韩克武立即向这只东方白鹳跑去，“东方

白鹳生性警觉，它看到我们只是挣扎了一下，

就又趴了下去，一定是受伤了。”这只受伤的

东方白鹳被及时送到了救护站，很快，它就恢

复了健康，被放归野外。

如果赶上春秋迁徙季，要识别、计算鸟群

的种类和数目。“必须稳、准、快。为了不打扰

鸟儿，停留观测、拍照的时间越短越好。”韩克

武说，天津是鸟类迁徙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七

里海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歇脚地，“过去看到

几只像东方白鹳这样的稀有鸟类都特别激

动，现在越来越多，再看到都不觉得惊讶了。”

“2020 年 10 月以来，天津共监测到 5000
多只东方白鹳迁徙过境。”天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爱鸟护鸟，保护意识
深入人心

如今的七里海，爱鸟护鸟意识日渐深入

人心。2018 年深秋的一天，七里海警务站一

名辅警发现水边芦苇丛中有两只大鸟连续几

天没有飞走。请教专家后，确认是受了伤的

黑天鹅，需要救助。很快就要进入冬季，为了

保护好它们，工作人员每天喂食，并在岸边给

它们搭建了栖息地。伤好后，黑天鹅能飞了，

却没有离开，留了下来。

群众爱鸟护鸟的感人故事也有很多。3
年前的一天，七里海旁边的大坨村一名村民

下地干活，发现自家承包地里有两个鸟蛋。

在远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发现有鸟儿看护，

担心这两个鸟蛋被破坏，他就把它们带回家，

让自家的老母鸡孵了出来。两只小鸟在家里

渐渐长大，一天早上，它们忽然飞走了。

“可能是恋恋不舍，下午它们又飞回来

了，但其中一只降落时受了伤。这名村民联

系七里海管委会，并将两只鸟送来。经过鉴

定，确认是斑头雁。养护 10 多天后，鸟儿被送

到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放飞。”于增会说。

七里海管委会副主任吴成义介绍，工作

人员会定期到周边村镇入户发放明白纸，科

普鸟的名称、种类、保护等级，还有野生动物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提

醒，群众的爱鸟护鸟意识不断提升，遇到受伤

的鸟儿会主动联系管委会，一些珍稀鸟类得

到救助回归自然。”于增会说。

上图：七里海湿地的候鸟。

于伯军摄（人民视觉）

修复湿地生态、开展巡查巡护，天津市宁河区——

七里海 芦苇青青鸥鹭鸣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龚相娟

■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天津七里海湿地是鸟类迁
徙线路上的重要歇脚地，也是
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资源。

近年来，通过环境综合治
理和多种保护措施的实施，七
里海湿地的鸟类得到有效保
护，种类越来越多，从 10年前
的 182种增加到 25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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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李红

梅、邱超奕）中央气象台预计，4 日至 7
日，台风“暹芭”残余环流将继续北上，

和西风带系统共同作用，给我国从华

南到东北地区的 10 余个省份带来大

到暴雨。其中，4 日至 5 日，为华中、华

东地区集中降雨期；5 日至 6 日影响华

北、山东；6 日至 7 日影响东北地区；华

南地区为持续性降雨。 4 日，中央气

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

调整应急响应为暴雨三级。

今年第 3 号台风“暹芭”于 2 日 15
时前后登陆广东电白，登陆前后给海

南岛、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部

分地区带来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沿海

部 分 地 区 出 现 6—8 级 大 风 ，华 南 多

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广东潮州、佛山

出 现 龙 卷 ，汕 头 市 南 澳 县 海 面 出 现

“水龙卷”。

4 日上午 8 时，中央气象台对“暹

芭”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继续影

响我国。预计 4 日至 7 日，受其和西风

带系统共同影响，广西、广东、云南南

部、湖南中东部、江西、湖北中东部、安

徽西部和北部、江苏西北部、河南东

部、山东、河北东部、北京、天津、辽宁、

吉林、黑龙江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

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 30—70 毫米，局地可

超过 70 毫米。

4 日 12 时，国家防总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调整

至四级。国家防办派出的 3 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广西、辽

宁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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