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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凛冽，位于渤海辽东湾北部的辽河

三角洲已经冰封。海水顺着潮沟蜿蜒而上，

由宽变窄，在末梢开出一朵朵“冰花”。雪白

晶莹的“冰花”与深褐色的潮沟、金黄色的芦

苇一起，构成一幅冬日画卷。

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的辽宁盘锦

市，除水稻田外的各类湿地面积达 2496平方

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0.84%。近年来，

盘锦市坚持“生态立市”，加大辽河口水域和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力度，保护生物多样性，

湿地不仅成为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推

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生态优先，强化湿地
保护修复

盘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丁存利的办公桌上，有一袋去年秋天采集

的盐地碱蓬种子，塑料袋口微微敞开。

“种子在 11 月初采集，准备在第二年清

明前后播种，这期间储存湿度要保持在 15%
左右。”丁存利说。

盐地碱蓬是红海滩的“主角”，也是湿地

生态的“晴雨表”。每年夏秋时节，生长茂盛

的盐地碱蓬将滩涂覆盖，仿佛一块巨大的红

色地毯向浅海延伸。作为湿地上的先锋植

物，盐地碱蓬能适应盐碱环境，经它改良过

的滩涂，才能生长出芦苇、菖蒲。辽河、大辽

河、大凌河三条河流从盘锦入海，河海交汇

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由海向陆、红滩绿苇

的壮观景象。

“湿地的生态环境是景区发展的本底。”

丁存利回忆，几年前，由于盘锦红海滩国家

风景廊道景区的盐地碱蓬退化，滩涂裸露，

客流量一度大幅下降。

2019 年，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

区开始实施盐地碱蓬湿地修复工程，联合相

关科研院所围绕辽河口水环境及红海滩湿

地生态修复开展科研工作。景区专门成立

了盐地碱蓬生态修复队伍，根据科研成果采

取补植种植、潮沟疏浚、降滩改造、储水扩

容、增殖放流等保护修复措施。

这个冬季，丁存利正对盐地碱蓬种子做

催芽实验：将盐地碱蓬种子均匀平铺在托盘

上，浸于水中，放置在 0 摄氏度恒温箱内，观

察其出芽情况。“这是为试验冬季冰封种植

方法做准备，如果可行，未来我们将采取冬

季播种后泼水冰封的方式，以减少春季播种

时因潮水冲刷造成的损失。”丁存利介绍。

2021 年至 2023 年，盘锦红海滩国家风

景廊道景区累计实施潮沟清淤及降滩开挖

土方 25 万余立方米，增殖放流沙蚕、弹涂

鱼共计 200 余万尾。景区盐地碱蓬覆盖面

积由 2018 年的 2000 亩扩大到 2023 年的 2.5
万亩。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的湿地

修复工程，是盘锦市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的缩影。 2014 年以来，盘锦辽河口湿地连

续 8 次成为国家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累

计投入资金 1.78 亿元，盘锦“退养还湿”工作

累 计 恢 复 湿 地 8.59 万 亩 ，恢 复 自 然 岸 线

15.77 公里。

开展研究，保护生物
多样性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内，道路

向海一侧，层层芦苇迎风摇曳；背海一侧，收

割后的稻田留下整齐的稻茬。高亢的鸟鸣

声忽然传来，抬头一看，四五只丹顶鹤正在

空中飞翔。

“苇田为丹顶鹤提供了天然栖息地，稻

田残留的稻谷为它们提供了越冬的食物，冬

季到景区的游客经常能邂逅野生丹顶鹤，丹

顶鹤漫步冰雪苇海间的画面更是吸引了一

众摄影爱好者。”丁存利说。

盘锦丰富的湿地资源，为多种野生动物

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环境。作为丹顶鹤自然

繁殖和越冬的重要区域，盘锦从 1990 年起

开展丹顶鹤人工繁育工作，2012 年建立辽

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先后采用人工授精和

人工孵化，以及自然繁殖与人工孵化相结

合、异巢并卵等方式开展试验研究，逐步提

高丹顶鹤人工繁育成活率。

“2016 年至 2023 年，辽宁鹤类种源繁育

基地累计人工繁育成活丹顶鹤 356 只，仅去

年就成功繁殖 85 只雏鹤。”盘锦市林业和湿

地保护服务中心主任李玉祥介绍，人工繁育

丹顶鹤技术不断成熟，为丹顶鹤野外种群复

壮打下了基础。

辽河入海口附近，一间丹顶鹤饲养笼舍

成为一道别样风景。笼中有 40 余只幼鹤，

笼外有两只成年野生丹顶鹤。

“这 40 余只幼鹤都是去年 4 月人工繁育

的，7 月从相邻的辽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转

移过来，计划今年 2 月转至较远的野化基地

进行野化训练。两只成年鹤是我们 2021 年

野化放归的丹顶鹤，正在此停留。”李玉祥

说，在景区内设置暂养的笼舍，主要是出于

幼鹤分散和方便工作人员照料的考虑，同时

又能借助景区开展关于丹顶鹤的科普宣传，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2016 年，盘锦在辽河口右岸建立了丹

顶鹤野化基地；2017 年起，盘锦开始将人工

繁殖的 140 只丹顶鹤分 11 批次陆续转至野

化基地，并于 2021 年全部放归野外。监测

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在盘锦地区发现野

化丹顶鹤繁殖巢 7 处，繁育幼鹤 9 只；2023
年繁殖期间调查发现丹顶鹤筑巢 14 处、出

雏 15 只。

“现在景区每年冬季收割芦苇时，都会

专门留下一部分，为丹顶鹤越冬提供栖息场

所。在鹤舍旁边建有红海滩生态文明馆，定

期开展中小学生科普研学活动，从小培养孩

子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丁存利说。

冰雪景观，带动旅游
产业发展

1 月上旬，辽河三角洲附近最低气温接

近零下 20 摄氏度。沿着廊道深入滩涂，远

眺海岸线，凸起的冰凌隐约可见。

每年 12 月至第二年 2 月，盘锦河口冰

封，河冰、海冰逐渐向大海延伸，经过潮涨潮

落间的相互挤压、层层堆砌，在滩涂上形成

高低起伏、千姿百态的冰凌景观。这些冰凌

既可为盐地碱蓬的生长提供低盐水分，也是

盘锦冰雪旅游的独特资源。

“一夜之间，冰凌便有三四米高！”丁存

利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力量，“再经过几次大

潮，现在远处的大量冰凌会被推到近岸的区

域，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举办一场冰凌

穿越挑战赛。”

近年来，盘锦的冰凌穿越不仅吸引了国

内外户外爱好者，也逐渐从专业性的挑战赛

拓展至大众化的全民体验活动。

眼下，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正

在为雪地龙舟、雪地陀螺等冰雪项目浇灌冰

场，还开辟了冰上美食区域，丰富游客的冬

季旅游体验。

“最近，我们将举行冰凌穿越挑战赛，让

大家在徒步中亲近大自然，享受冰雪运动带

来的乐趣。”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局长舒然说。

上图：盘锦湿地滩涂上的冰凌。

夏建国摄（人民视觉）

下图：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秋

季景观（摄于 2023 年 10 月）。

李 明摄（影像中国）

辽宁盘锦加强湿地保护

修复盐碱地 守护红海滩
本报记者 胡婧怡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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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
带的辽宁盘锦市，湿地资源丰
富。近年来，盘锦加大辽河口
水域和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力
度，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冰雪
旅游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这个冬季，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石门乡竹

岭村第一书记罗京格外忙碌。新年伊始，找

罗京的电话不断，来村里学习的外地团队也

不少。

是什么让他如此忙碌？这事还得从去年

9 月说起。正值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期间，

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积极践行“四下基层”

优良传统，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组织

调研团队走村串户，为基层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谋出路。

2023 年 9 月初，调研团队走进竹岭村。

座谈会上，罗京道出了烦心事：八山半水半分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竹岭村是个典型的皖南

山区村落。2021 年，罗京来到这里挂职。熟

悉情况后，他发现村里最大的资源便是 1.5 万

亩毛竹林。

“近些年，竹子市场价格偏低，一根竹子

卖不了几个钱。如果道路不通，刨去人工成

本和运输费用，村民更挣不到什么钱。”罗京

坦言，没有收益，大家也没有照料竹林的动

力。眼看万余亩竹林一直荒在那里，他心里

直犯愁。

调研团队提出可用其来开发碳汇项目。

“碳汇？”听到这个新鲜词，罗京和村民们充满

疑惑。

所谓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

理、植被恢复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

壤中，从而降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

程、活动或机制。在调研团队看来，林业碳汇

交易在省里已有先例，而竹子的生长周期比

树木短，更适合用来开发碳汇项目。

为了验证该想法是否可行，调研团队随

即请来浙江农林大学的专家进行现场论证。

得到肯定后，他们又联系了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竹岭村的竹林总固碳量进行测算。去年

11 月，2023 创意黄山发展大会召开时，经安

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牵线搭桥，竹岭村与会

议主办方达成碳汇交易，以总价 9900 元转让

出 220 吨固碳量。

近段时间，又陆续有交易找上门。眼下，

竹岭村通过竹林碳汇交易获益近 3 万元。“以

前怎么也想不到竹林还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变

现。”罗京介绍，如今，村里 1.5 万亩竹林共计

算出超 7 万吨固碳量，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

这些全部卖出后，村集体能有 300 多万元的

收入。

“竹林碳汇的成功交易，不仅让大家得到

了收益，更增加了老百姓自发管理竹林的动

力。竹林管理好了，竹子长得就越好，固碳量

就越高，竹笋也会丰收，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发

展模式。”罗京说。

安徽黄山市歙县竹岭村

竹林碳汇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本报记者 李俊杰

根据近30年的平
均气温统计，我国有
近八成的地区气温最
低时段出现在“三九”

“四九”。其中，北方
地区大部在“三九”进
入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把自然讲给你听R

进入冬季，太湖畔成了越冬候鸟的乐园。近日，在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内，成群的小天鹅游弋

在湖面上。

小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 11 月，小天

鹅抵达苏州，在这里一直待到次年 2 月，主要以太湖里的苦草

等水生植物为食。据苏州湿地学校调查统计，小天鹅已经连

续 10 年来到太湖越冬，在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太湖取水

口、太湖苏州湾等地均有记录。

太湖流域国家湿地生态定位站观测人员周敏军介绍，

去年在苏州已经观察到的罗纹鸭、白骨顶等大种群水鸟的

数量已经超过 2 万只，此外，还观察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青头潜鸭，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

鸳鸯等。

据 了 解 ，目 前 在 苏 州 记 录 到 的 野 生 鸟 类 种 数 已 达 404
种。苏州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湿地总面积

497.96 万亩，湿地保护率达 60%。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

的湿地水域，苏州每年都吸引大量候鸟前来栖息，全市湿地野

生鸟类种数 10 年增加了 100 余种，已有 15 块湿地达到国际重

要湿地水禽数量标准。

生态良好、水域丰富

太湖畔 候鸟多
本报记者 王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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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我们迎来“三九”第一天。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在我国华

北地区，这样的“九九歌”广泛流传，正

是民间“数九”这一习俗的生动记录。

“数九”是指从冬至算起，每九天

算一“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

所以也就有了“数九寒天”的说法。历

史上，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在寒冷的冬

季休养生息，期待春暖花开的到来，

“数九”消寒就成了民间习俗中的一件

乐事，除了口耳相传、各地版本略有不

同的“九九歌”，还有以书法、绘画等形

式流传下来的“九九消寒图”等。

根据近 30 年的平均气温统计，我

国有近八成的地区气温最低时段出现

在“三九”“四九”。其中，北方地区大部在“三九”进入一年

中最冷的时候。

这是因为，冬至时节，大地尚有“余热”。冬至时，太阳

光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太阳高度角最小，这让冬至成为北

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此时，我国所处的北半球

地表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量弱，因此气温较低。冬至之后，

虽然太阳高度角开始逐渐升高，白天的时长也逐渐增加，但

地表每天散失的热量大于接收的太阳辐射。这种能量上入

不敷出的状况将持续到“三九”“四九”，这时，地表的热量收

支才接近平衡，地表整体“积热”最少，对于我国很多地方来

说，全年最低气温通常出现在此时。

不过，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气候差异明显，不同区

域最冷的时段并不完全相同。江南东部、华南大部等地在

“四九”更冷一些。云南、西藏东南部等地，可能在冬至之后

就进入一年当中气温最低的时段。而在我国东南沿海和海

南岛等地，气温最低的时段可能出现在“五九”。

数九寒天，大部分地区的植物进入休眠期，落叶树的叶

子脱落，一些动物开始冬眠。而人们并不会闲着，在农业方

面，北方地区正好利用耕地间歇期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的建

设，进行清沟排水、耕翻土壤等工作，增强耕地的蓄水保水

能力，并消灭越冬害虫。在南方地区，人们也需认真做好越

冬作物的防寒等工作，保证作物安全越冬。

（作者为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本报记者李红梅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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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1月 8日电 （记者邵玉姿）记者从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河北 2023 年新建成口袋公园 166 个，为

群众增添了身边的绿色活动空间，助力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河北各地以老城区、中心城区为重点，充分利用闲置地、

废弃地、公共建筑周边城市空间，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口袋公

园，配置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以及饮水、照明、道

路、坐凳、垃圾箱等服务设施，积极推动绿地开放共享，为群众

提供看得见、走得进、宜赏宜用的身边游憩空间。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印发《河北省口袋公园建

设导则（试行 2023）》《科学种树种草和绿地开放共享导则》，

为口袋公园建设各工作环节提供指引，提高口袋公园建设的

科学性、规范性、特色性，指导各地建设服务居民、开放共享、

功能融合的高品质口袋公园。

河北定期通报全省口袋公园建设工程进展情况，推广口

袋公园建设经验做法。同时，结合园林城市、园林式单位小

区、星级公园创建验收等工作，相关部门对口袋公园建设工程

开展现场督导，确保进度、品质双达标。

推动绿地开放共享

河北去年新建成口袋公园 16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