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11月 5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武

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时指出：“中国湿地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将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

会于 11 月 5 日至 13 日举办，在湖北武汉设线上线下主会场，

以“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共谋湿地保护发

展。我国于 1992 年加入《湿地公约》后，认真履行《湿地公

约》义务，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新时代十年，我国不断加

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水清岸绿、鱼儿畅游、鸥鹭翔集的怡人

景致越来越

多。中国保护修复湿

地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受 到 与 会

各方广泛称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行草原森林河

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让我们珍爱湿地、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探索湿地保

护与利用双赢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继续为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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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

式出席在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四

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指出：

“中国湿地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湿地

面积达到 5635 万公顷，构建了保护制度

体系，出台了《湿地保护法》。”“中国将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湿地是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重要

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功能。湿

地具备强大的蓄水、净化水质等功能，被誉

为“地球之肾”。湿地是水生动物、两栖动

物、鸟类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湿地

拥有强大的碳汇能力，是气候变化的“缓冲

器”。泥炭沼泽占地球陆地地表面积的 3%，

但其碳储量可达全世界森林的两倍，是所有

生态系统中最大的长期碳存储地。有健康

的湿地，才有健康的生态环境。

我国湿地分布广、面积大、类型多样，

从温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

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新时代十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湿 地 保 护 修 复 工作，把湿地保护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出一系列强化

保 护 修 复 、加 强 制 度 建 设 的 决 策 部 署 。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我国不断加大立法保护、科研监

测等力度，把重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

线，新增和修复湿地 80 多万公顷。

目前，我国已建立三江源等国家公园

5处，指定国际重要湿地 64处、国家重要湿

地 29处，设立国家湿地公园 901处，已初步

建立起以国家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

公园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以全球 4%的

湿地，满足了世界 1/5人口对湿地的生产、

生活、文化等多种需求，为全球湿地保护和

利用作出重要贡献。正在举行的《湿地公

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湿地保护的中

国方案、中国经验备受瞩目。

今年 6 月，《湿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专门针

对湿地保护进行立法，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

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着力破解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和问题，为系统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更好地维护湿地生态功能

及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这受到了《湿地

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与会各方的高度肯定。

保护好“地球之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制度

体系、坚持系统观念、推进齐抓共管，是中国湿地保护的重要经

验：完善以《湿地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湿地保

护“保驾护航”；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着眼，科学实施湿地保护重大

工程，加强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在保

护优先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推进

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展世界湿地日、湿地保护宣传周等方式，增

强社会各界湿地保护意识，促进全社会积极参与。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定将在绿水青山中实现永续发展。

推
进
湿
地
保
护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寇
江
泽

中国湿地保护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湿地面积达到 5635 万
公顷，构建了保护制度体系，出
台了《湿地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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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俯瞰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

汪 磊摄（人民视觉）

图②：河南省三门峡市天鹅湖湿地公园，一群白天鹅振翅

起飞。 杜 杰摄（人民视觉）

图③：浙江省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探索保护与利用

双赢之路。图为小朋友在火柿节上品尝火柿。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图④：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甸尾村水杉湿地，水杉林色彩

艳丽，景色如画。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⑤：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与城市融为

一体。 胡九思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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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之上，青海湖从面积持续缩小到水

位 10 多年连涨，一度濒临灭绝的普氏原羚种

群不断扩大。

渤海之滨，黄河三角洲迎来大批迁徙候

鸟，天鹅、丹顶鹤等如约而至。

城市之中，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美景与

高楼、街道融为一体，湿地生物多样性不断

改善。

…………

水清岸绿，鸟鸣啾啾，神州大地上的一

处处湿地，展现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图景，尽显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时代十

年，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湿地

保护修复，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生物多

样性日益丰富。全国已指定 64 处国际重要

湿地、29 处国家重要湿地，建立 600 多处湿

地自然保护区、1600 多处湿地公园。

以国家公园、湿地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体
的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立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畔的落雁景区，林

木茂盛，湖边水塘清澈见底，鱼儿在水草间

穿梭，散步赏景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

落雁景区是东湖国家湿地公园里自然

湿地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近年

来，景区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工程，推

进湿地生态修复、源头防污。

“我们对景区内 8 个湖边塘进行底泥清

淤，修复池底及池壁，种植水生植物，通过生

态的方式净化水质。同时在水体周边建立

植被缓冲带，削减面源污染。”武汉市园林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师梅章斌说。

在原有地貌的基础上，落雁景区因地就

势打造小微湿地群，形成了水塘湿地、淡水

沼泽湿地、森林湿地等丰富湿地形态。“良好

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白鹭、灰鹭、野鸭等数以

万计的鸟类栖息。每年冬季，还有几千只鸬

鹚迁徙到这里。”梅章斌说。

在整个东湖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实施水

生态修复，140 公顷水域重现“水下森林”。

全长 100 多公里的环湖绿道，是武汉保

护东湖湿地的一个重要成果。“绿道充分利

用原有湖边坑塘、沟渠等构建‘海绵体’，有

效减轻了汛期强降水对岸坡的冲击，也减少

了污染入湖。”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

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亢德芝说。

从截污控污到排口整治，从退渔还湖到

生态修复……武汉不断加大东湖湿地保护

修复力度，湿地水生植物由以前最少时不到

100 种增加到 158 种，东湖整体水质提升为

Ⅲ类，为近 40 年来最好水平。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从寒温

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

区，都有湿地分布，类型丰富、面积广大。新

时代十年，我国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福建省福州市闽江河口湿地，红树林

在海风中摇曳，鸟鸣声远近可闻。当地大力

开展“退养还湿”，实施改造水闸、设置植物隔

离带、恢复植被多样性等工程，湿地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记录到的野生动植物及水生生物

增至 1311种，每年在此停歇的水鸟超 5万只。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扎龙湿地，通过

采取长效补水机制、生态移民搬迁等方式，

生态不断改善，丹顶鹤野生种群不断壮大。

扎龙湿地从以往的“人鸟相争”变为如今的

“人鸟相亲”，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

故事。

今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

护法》正式施行，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

《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湿地保护

管理规定》《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等，28
个省份出台省级湿地保护法规或规章，湿地

保护法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

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介

绍，目前，我国湿地面积达到 5635 万公顷，已

初步建立起以国家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湿

地公园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全球 43个国

际湿地城市中，我国占 13个，数量位居第一。

10年来实施湿地保护
项目 3400 多个，新增和修
复湿地 80多万公顷

蓝天白云下，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波光

粼粼，一群群水鸭欢快游弋，满载着游客的

画舫缓缓前行。“看到这湖阔景美、绿色成荫

的模样，很多人不相信它的前身竟是一片采

煤塌陷区呢！”90 后“船娘”朱雪宁感慨。

徐州市贾汪区有 130 多年的采矿历史，

潘安湖所处位置因长期开采形成了 1.74 万

亩的采煤塌陷区，是贾汪区内面积最大的采

煤塌陷区。

2010 年，贾汪区启动潘安湖采煤塌陷区

综合整治工程。“结合塌陷区积水面积大、塌

陷深的特点，通过平整土方、表土剥离、坑塘

整修、河道清淤等方法，硬是在原来的塌陷

区上，建成了拥有 7000 亩开阔水面和 4000
亩湿地景观的生态公园。”贾汪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副局长赵海超介绍。

潘安湖湿地公园 2012 年开园，2014 年、

2021 年建成开放二期和三期，不仅扩大了面

积，还新增了生态宣教功能。湿地公园先后

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

湿地旅游示范基地。

“潘安湖虽然是人工湖，但良好生态环

境吸引许多动物成为这里的新居民。”朱雪

宁说，白鹭、苍鹭等在湿地定居，每年秋天有

50 多 只 天 鹅 将 这 里 作 为 迁 徙 路 上 的 歇 脚

处。据统计，如今潘安湖湿地公园有乔冠植

物 71 种、水生植物 28 种，有鸟类 106 种、鱼类

46 种、哺乳动物 13 种。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保护修复，一处

处湿地旧貌换新颜。

武汉市蔡甸区沉湖国际重要湿地，

蓝天白云下水鸟纷飞。当地实

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疏通水系、保育原生

植 被 、修 复 退 化 湿 地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善。

山东省聊城高新区位山黄河公园，天蓝

水碧。当地在黄河位山灌区沉沙池区域实

施水土保持工程，大力开展生态修复。昔日

流沙遍地的黄河滩，变成林木繁密的大美湿

地，鹭鸶、丹顶鹤等鸟类成了这里的常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安排中央财

政资金 168 亿多元，实施湿地保护项目 3400
多个，恢复了一批退化湿地，改善了退化湿

地生态状况。“我国近 10 年新增和修复湿地

80 多万公顷，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总数达到

2200 多个，同时还规划将 1100 万公顷湿地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管

理。”国家林草局副局长谭光明表示。

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促进生态旅游、有机产业
等绿色产业稳步发展

浙江省杭州市，秋日的西溪湿地依然满

目绿意。这个曾经污水横流的地方，如今已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成为杭州一张亮

闪闪的城市金名片。

西溪湿地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

想介绍，西溪湿地实施生态补水、水环境治

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引种浙江楠、浙

江樟等 200 余种乡土和珍稀濒危植物，从源

头上改善水环境，目前水质总体已达Ⅲ类，

核心区域达Ⅱ类。

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合理利用，西溪湿

地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双赢之路。西溪

湿地免费开放区面积达

5.76 平方公里，占西溪总

面 积 的 56%，开 发 西 溪 旅

游产业和文创产业，打造花

朝 节 、火 柿 节 等 节 庆 活 动 。

开园以来，湿地公园累计接待

游客 5900 万人次，成为人民群

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湿地美了，游人多了，西溪湿地

原住民的日子也更幸福了。“我们是

湿地保护最大的受益者。”西溪原住

民、“西溪小花篮编织技艺”省级非遗

传承人洪立萍感慨。她在西溪湿地开了

小花篮竹编铺，年营业额可达 20万元。

各地合理利用湿地自然和人文资

源 ，有 效 促 进 了 生 态 旅 游 等 产 业 的 发

展。我国以全球 4%的湿地，满足了世界

1/5 人口对湿地的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

等多种需求，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潘安湖湿地公园，随着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每年游客达到 200 万人次，比 10 年

前增加了 3 倍。在重庆市梁平区，当地通过

“湿地+有机产业”“湿地+民宿康养”等模

式，找准生态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国际湿地

城市辽宁省盘锦市将辽河口湿地全面纳入

保护，推进“退养还湿”，实现了海水、淡水连

通，滨海滩涂功能逐渐恢复，水清、岸绿、滩

净、湾美。盘锦湿地观测到的黑嘴鸥数量，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00 余只增长到目前

的上万只。

前不久，国家林草局、自然资源部联合

印 发《全 国 湿 地 保 护 规 划（2022—2030
年）》。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湿地保

有量总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到 55%，新

增国际重要湿地 20 处、国家重要湿地 50
处。谭光明表示：“我们将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湿地公约》

和《武汉宣言》，以新部署新举措，在推

动全球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让大美湿地增进民生福祉让大美湿地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 寇江泽 范昊天 姚雪青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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