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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段时间，会有许多珍稀鸟类从

西伯利亚飞来我们这里过冬。”10 月 19 日，

在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境内的西洞庭

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

会会长刘克欢告诉记者。每年冬天，刘克

欢和志愿者们轮流巡查，保护和营救迷路、

受伤的鸟类。2018 年以来，西洞庭湖湿地

恢复水生植被面积 1500 公顷，累计恢复保

护区内退化湿地 7500 公顷。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

联合印发《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立足我国湿地资源现状，规划明确

了我国湿地保护的总体要求、空间布局和

重点任务，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湿地保有量

总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到 55%，科学修复

退化湿地，红树林规模增加、质量提升，健

全湿地保护法规制度体系，提升湿地监测

监管能力水平，提高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

《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

提出，到 2030 年，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初步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

样性明显改善。作为长江中游的湿地大

省，近年来，湖南开展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累计修复洞庭湖湿地 71.4 万

亩，拆除围网 472 处 124.5 万亩。洞庭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内 995 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全部整改到位，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明显提升。

全流域修复，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明显提升

“我们扎实开展退耕还林还湿试点。”

湖 南 省 林 业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胡 长 清 介

绍，2017 年起，全省在湘江流域 8 市启动退

耕还林还湿试点，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湿

面积 3.85 万亩。经检测，农业面源污染、

生活污水通过湿地拦截、吸纳、净化后，水

质 由 近 Ⅴ 类 提 升 至 Ⅳ 类 ，甚 至 局 部 达 到

Ⅲ类。

今年 9 月，湖南省林业、渔政、公安部

门联合，在洞庭湖全水域启动洞庭湖湿地

生态保护联合巡护执法行动。“随着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洞庭湖区野生动物数量逐

年增加。来洞庭湖越冬的候鸟等，可能会

进入人类生活区，我们将依法进行生态补

偿 。”湖 南 省 林 业 局 湿 地 中 心 主 任 宋 自

力说。

据 了 解 ，中 央 财 政 于 2014 年 、2020
年、2021 年度下达资金，用于洞庭湖保护

区及其周边 1 公里内鸟类、麋鹿等野生动

物 损 害 农 作 物 的 补 偿 。 截 至 2021 年 底 ，

全 省 已 补 偿 2016 年 至 2021 年 东 洞 庭 湖 、

西 洞 庭 湖 、南 洞 庭 湖 湿 地 及 周 边 区 域 因

湿 地 和 鸟 类 保 护 而 受 到 经 济 损 失 的 区

域 ，包 括 农 作 物 受 损 的 耕 地 以 及 退 养 还

湿的生态养殖区域。

截至目前，湖南共有 3 处国际重要湿

地、5 处国家重要湿地、52 处省级重要湿地、

70 个国家湿地公园（含试点），湿地保护率

达 70.54%。

持续管护，湿地生物多
样性保育成效显著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云南有一

级地类湿地 3.98 万公顷，包括森林沼泽、

灌丛沼泽、沼泽草地等。云南湿地有着生

态功能突出、生物种类丰富、生态系统脆

弱等鲜明特点，保育了种类丰富的湿地植

物和湿地脊椎动物，其中湿地鸟类种数占

全国的 70%，在全国湿地保护中具有关键

地位。

湿地修复，离不开持续管护。云南各

地展开多方努力，修复湿地生态。大理市

双廊镇人工打捞出的水草，收集处理后被

制作成有机肥，实现了资源化利用；洱源县

右所镇引导农民组建合作社，通过改种海

菜 花 ，在 保 护 湿 地 水 质 的 同 时 发 展 绿 色

产业。

“最初这片都是肥水养鱼，现在基本都

成了清水种海菜花。”右所镇松曲村村民李

文全告诉记者，为了种好海菜花，右所镇不

少群众改变了过去大水大肥的种植方式，

减少了洱海流域入湖污染物排放。经过持

续治理，洱海已连续两年水质评价为优。

近年来，云南省高度重视湿地保护与

修复，全省认定国际重要湿地 4 处、省级重

要湿地 31 处、一般湿地 1246 处；划建湿地

类型自然保护区 17 处、湿地公园 19 处、湿

地保护小区 177 处，初步形成以重要湿地、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为主体，

一般湿地和湿地保护小区为补充的湿地分

级分类体系。

同 时 ，云 南 林 草 部 门 印 发《云 南 省 省

级重要湿地认定办法》《云南省省级湿地

公园建设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

“十三五”以来，云南累计争取国家湿地保

护资金 7.05 亿元，开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6.56 万亩，保护修复湿地面积 40 余万亩，

湿 地 保 护 率 提 高 了 18.87 个 百 分 点 ，达

57.77% 。 以 水 禽（尤 其 是 越 冬 鸟 类）为 主

的动物栖息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莼菜、

野菱、海菜花等重点保护植物和云南特有

植物分布范围逐年扩大，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育成效明显。

完善制度建设，湿地保
护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

呦 呦 麋 鹿 鸣 ，白 鹭 引 伴 来 ；袅 袅 黄 海

风，滩涂极目红。10 月中旬，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境内的黄海湿地深处秋色绚烂。

这里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一期），有江苏盐城湿地珍禽、江苏大丰麋

鹿两处国际重要湿地。近年来，大丰区划

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自然湿地修

复，对 2 万亩区域实施退渔还湿，在 3200 亩

区域开展生境提升模式探索，多措并举提

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

经过持续加强自然生态保护，这里的

湿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湿地珍禽、麋鹿

两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有效保护和

管理，目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达 140 余种，珍稀鸟类的栖息数量比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增加了数十倍，麋鹿总数突破

7000 头。

记者从江苏省林业局获悉：根据第二

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全省湿地保有

量 282 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 195 万公

顷，人工湿地面积 87 万公顷。全省各地依

法推进湿地保护管理并卓有成效，位于盐

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一处滨海湿

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全省已有国际重要湿

地 2 处，省级重要湿地 63 处，已建省级以上

湿地公园 75 处（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28 处），

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61.9%。

据介绍，2017 年 1 月，《江苏省湿地保护

条例》施行，并相继出台湿地名录管理、湿地

征收占用、湿地公园和湿地保护小区建设、

湿地生态监测、小微湿地建设等制度或行业

规范，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湿地保护法规

制度体系。同时，江苏还大力推进水污染治

理，持续开展长江、太湖、洪泽湖、滨海等重

要湿地修复治理，全省湿地生态质量逐步提

升，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印发，2025年湿地保护率将达55%

协同治理 守护大美湿地
本报记者 王云娜 杨文明 姚雪青 寇江泽

核心阅读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
国 湿 地 保 护 规 划（2022—
2030年）》，提出到 2025年，
全国湿地保有量总体稳定，
湿地保护率达到55%。近年
来，多地多部门科学开展湿
地修复，持续提升湿地生态
系统质量和功能，保护好“地
球之肾”，发挥好湿地的生态
作用。

■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

态环境部日前通报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5.7%，同比下降 1.1 个

百分点；PM2.5（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27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3.6%；PM10 平均浓度为 48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5.9%；臭氧平均浓度为 14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9%；二氧化硫平均浓

度为 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1%。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63.8%，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3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5%；臭氧平

均浓度为 18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9%。北

京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76.9%，同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28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15.2%；臭氧平均浓度为 189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21.2%。

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80.5%，同比下降 5.5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2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6%；臭

氧平均浓度为 168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7.0%。

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 64.6%，同比下降 3.4 个百分点；PM2.5 平

均浓度为 4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7.9%；臭氧

平均浓度为 17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

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口、拉萨和舟山市等

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渭南、荆州和驻马店市

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张家口、贵阳和昆

明市等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情况相对较好；荆州、

渭南和驻马店市等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情况相对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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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顾仲阳）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

到，三北工程近日启动 20 个科学绿化试点县建设，试点建设期限为

2022 年至 2025 年，试点县包括“双重”规划分区北方防沙带的河北易

县等 7 个县，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的宁夏隆德县

等 10 个县，东北森林带的吉林抚松县、黑龙江铁力市和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区的青海共和县。

为更好地规范和指导试点地区开展工作，国家林草局三北局印

发了《三北工程县域科学绿化技术指南》，要求试点工作要立足三北

地区生态脆弱、治理难度大的实际，科学确定县域宜造林绿化空间，

综合考量、科学评价各生态因子，集成和组装配套造林绿化先进成

果，逐斑块确定林草植被修复方式、树种草种组成等。

据介绍，《三北工程县域科学绿化技术指南》是自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第一个基于县域尺度探

索科学开展造林绿化路径的技术指南，为有效解决科学绿化“瓶颈”

问题提出了优化方案。

三北工程启动20个科学绿化试点县建设
试点建设期限为2022年至 2025年

本版责编：程 晨 张文豪 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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