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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我国关于在深圳建立国际红

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获得《湿地公约》常

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意味着我国

正式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将有力推动国际合

作，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及合理利用。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之一，红树林在维持海

岸带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工作，湿地保

护法中专门设置了红树林条款，组织实施《红树

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 年）》。

经过努力，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 43.8万亩，比本

世纪初增加 7200多公顷，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

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近 十 年 来 ，深 圳 累 计 修 复 红 树 林 面 积

43.33 公顷，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水鸟

栖息地保护、生态系统科学修复，广泛推动科

普教育，生态保护融入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

生物多样维护系统生态

走进位于珠三角的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远眺，海滩上水鸟三五成群，

嬉戏觅食。近岸，红树群高低错落。绿意弥

漫间，一只白鹭倏然划过，城市中心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展现眼前。

“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看着眼前

一片葱郁，第一次参加红树林自然课堂的小

朋友们发出疑问。

“其实，仅看叶片颜色，绝大多数红树植

物是终年常绿的，所以红树林看起来并不红。

叫红树林是因为多数红树植物的树皮中富含

名为‘单宁酸’的物质，在空气中会因氧化呈现

红褐色。”志愿者李逸姗为孩子们讲解道。

红树林并非单指某种植物，而是生长在

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木本植物群落的统

称。目前，深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到 296.18
公顷。这些“海岸卫士”固碳释氧、防风护堤，

不断提升城市生态质量。

在深圳湾海陆交界处，白骨壤、桐花树、

木榄等红树植物浸淹在海水中。水里，鱼虾

游弋。滩涂上，米氏耳螺、招潮蟹、弹涂鱼等

底栖生物安家落户。

以福田红树林湿地为核心的深圳湾，是

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驿站和越冬地，每

年有近 10 万只候鸟在此栖息。

“去年我们观测到一只铁嘴沙鸻，经过充足

休息补给，离开深圳时它的体重已将近 110克，

非常可爱！”说起候鸟，李逸姗难掩喜爱之情。

“红树林为鸟类提供了粮仓。”内伶仃福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琼介绍，鸟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灵魂，鸟类

愿不愿意来到深圳湾、在这里吃得好不好，是

评估红树林生态系统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为大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功

能，深圳因地制宜开展了一批红树林湿地生

态修复工程，通过人工种植红树林、营造鸟类

栖息滩涂等措施，自 2020 年以来已完成红树

林营造修复任务 25.72 公顷。

“保护红树林其实就是在保护全球生态

系统。”深圳大学大湾区红树林湿地研发中心

研究员周海超表示，红树林是生态系统中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集中的资源宝库，其保

护和修复具有重要价值。

科学管理推动高效保护

夜色中，一只皮毛发亮、行动敏捷的小动

物出现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布置的红外相

机镜头中。

“可能是欧亚水獭！”观看拍摄画面后，深

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滨海保护项目高

级保育专员戎灿中判断。

生态监测是戎灿中和同事们最主要的日

常工作。红树林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系

统，温度、水位、海水盐度等每一项指标变化，

都可能对整个生态体系造成影响。只有通过

生态监测，精准掌握动态信息，才能为红树林

保护工作打好基础。

举着望远镜数鸟、在齐腰深的沼泽地取

样、全天蹲守潮汐变化……内伶仃福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过去，红树林生态

监测主要靠人工完成，耗时耗力，效率较低。

目前保护区已成功应用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

系，可以随时捕捉鸟类动态，快速识别鸟类种

类和数量，实现生态监测关键信息高效获取。

技术的进步，为红树林的精确保护、科学

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以精确监测为依托，

红树林保护还需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

进行针对性部署，实现真正的“智慧保护”。

长期以来，一个平衡难题摆在工作人员

面前：经过监测发现，深圳湾的外来红树植物

正在大量扩张，滩涂面积相应减少。

“红树林保护并不是红树植被面积越大

越好，有时候留白也是一种生态保护。”周海

超表示，红树植被的持续扩张可能导致候鸟

无处落脚和觅食，最终对候鸟种类和数量产

生严重影响。

最终，红树林保护相关工作人员决定坚

持鸟类优先原则：“粮仓里不能没有生物，当

生物受到威胁，粮仓就要做相应调整。”

在深圳河口，以 3∶1 的红树与滩涂面积比

为标准，接近 15 公顷的红树植被清除完毕。

大面积清除外来红树植物，为鸟类腾出栖息

空间的修复举措，成为全国首例。

“大自然是一个精妙而复杂的系统，往往

牵一发而动全身。”杨琼认为，如何在环环相

扣的生态链条中适当进行人工干预，是红树

林科学保护的关键。

环境改善，鸟儿们的感受最直接：以往冬

季，在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围鱼

塘里过夜的黑脸琵鹭，一般只有三四十只，

2022 年却观测到了超过 150 只，创近几年新

高。去年 6 月，十几对黑翅长脚鹬在保护区鱼

塘筑巢孵卵，成为近 20 年来首例。

“比起迁徙越冬，鸟类对繁殖地有更高的

要求。”工作人员表示，通过科学管理、智慧修

复，保护区为鸟类创造了食物充足的安全繁

殖环境，候鸟的增多就是最直接的认可。

社会共建成就深圳经验

2023 年 9 月 8 日，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宣

传推介会在深圳举办，随后，全国首单红树林

保护碳汇在这里拍卖，开拓市场化、多元化的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需要整合社会资

源共同参与。”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凝聚多方力量，在社会

公众间形成深刻认同，才能推动红树林保护

高质量发展。

在深圳，关于红树林有一个耳熟能详的

故事：上世纪 90 年代，规划建设的滨海大道为

保护红树林绕道而行，向北挪了 260 米，不惜

多花 1 亿元建设成本，才让现在市中心珍贵的

红树林生态遗产得以保留。

“这些投入和努力都是值得的。”杨琼表

示，如今深圳拥有全球唯一一个身处城市核

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这是国际红树林

中心落户深圳的重要原因，“依靠高视野的前

瞻布局和深谋远虑，深圳打造了经济与生态

协调发展的生动典范。”

随 着 红 树 林 保 护 进 入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阶

段，深圳坚持完善和强化顶层设计。目前，

《深圳市湿地保护规划（2021—2035）》正在高

标准编制。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在“十四五”期间营造及修复红

树林面积至少 51 公顷，2035 年力争全市湿地

保护率达到 50%。

“保护红树林，并不是将保护区的门关起

来。”在戎灿中看来，红树林保护工作需要社

会共建的力量，而深圳市民与自然之间的紧

密联结就是最坚实的基础保障。

在大鹏新区坝光银叶树湿地园，拥有 50
万平方米原生红树林和人工红树林的坝光自

然学校，近年来已持续开展各类活动 100 余

场，吸引线上线下上万人参与，为市民深入了

解红树林生态系统打造了极具本土文化特色

的“自然课堂”。

当暮色降临，别开生面的银叶树湿地园

夜观活动拉开序幕。趁着夜色，小朋友们在

老师带领下听蛙声虫鸣，观察昼伏夜出的小

动物。通过这场特别的“寻宝之旅”，生态保

护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悄然埋下。

市民与红树林建立的深厚感情，让红树

林之“红”在深圳这座高速发展的超大城市中

盛情绽放。

题图：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

钟子杰摄（人民视觉）

图①：东涌红树林湿地一隅。

姚泽林摄（人民视觉）

图②：东涌红树林湿地群鸟翩跹。

李坚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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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我国持
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取得历史性成就。不
久前，全球首个国际红树
林中心正式落户广东深圳。

拥有身处城市中心腹
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深
圳近年来积极推动红树林
修复、水鸟栖息地保护、开
展科普教育，努力实现经
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2 月 20日电 （记者谷业凯）2 月 20
日，新加坡航展在樟宜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2 架

C919 飞机和 3 架 ARJ21 飞机首次亮相，通过飞行

表演等多种方式，向公众呈现中国商用飞机发展的

阶段性成果。

展馆内，中国商飞公司展台以“携手同行 共

创 未 来 ”为 主 题 ，展 出 了 最 新 涂 装 的 1∶20 比 例

C919、ARJ21 和 C929 基本型飞机模型，1∶32 比例

ARJ21 公务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

货机模型以及 C919 缩短型/高原型和加长型等系

列化飞机模型。室外静态展区中，中国东方航空的

C919 客机、印尼翎亚航空的 ARJ21 客机和中原龙

浩航空的 ARJ21 货机齐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企

业和公众展示。

据介绍，C919 大型客机载客 158—192 座，航

程 4075—5555 公里，采用了先进的气动设计、推进

系统和材料，碳排放更低、燃油效率更高。2023 年

5 月 28 日，C919 飞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至今

已交付 4 架，安全运送旅客超 11 万人次。

ARJ21 是由中国商飞公司开发的中短程支线

飞机，载客 78—97 座，航程 2225—3700 公里，具有

良好的高温高原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自

2016 年 6 月 投 入 商 业 运 营 以 来 ，已 累 计 交 付 127
架，安全运送旅客超 1100 万人次。其中，由印尼翎

亚航空运营的 2 架 ARJ21 飞机，以雅加达为基地开

通 了 4 条 航 线 ，通 航 5 座 城 市 ，安 全 载 客 超 10 万

人次。

又电 （记者谷业凯、鲜敢）2 月 20 日，新加坡

航 展 开 幕 当 天 ，西 藏 航 空 与 中 国 商 飞 签 署 40 架

C919 高原型和 10 架 ARJ21 高原型飞机订单。这

是国产大飞机高原型的全球首批订单，标志着中国

民用大飞机制造技术正式向高高原环境常态化运

行发起冲击。

按照民航业相关规定，海拔在 2438 米以上的

机场为高高原机场。据悉，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

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起降性能满足国内

全部高高原机场。ARJ21 高原型具备良好的高原

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最大起降高度 1.45 万

英尺，能够覆盖国内大部分高高原机场。

图为 2 月 20 日，新加坡航展展馆内，中国商飞

公 司 展 台 展 出 了 最 新 涂 装 的 1∶20 比 例 C919、

ARJ21 和 C929 基本型飞机模型。

管 超摄（人民视觉）

中国产C919和ARJ21飞机首次亮相新加坡航展
国产大飞机高原型签订首批订单

本报北京 2月 20日电 （记者丁怡婷）20日，记者从住

房城乡建设部召开的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视频调

度会议上获悉：自 1月份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部署

以来，各地和相关金融机构紧锣密鼓抓好落实，截至 2 月 20
日，29 个省份 214 个城市已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分批

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并推送给商

业银行，共涉及 5349个项目；已有 57个城市 162个项目获得

银行融资共 294.3亿元，较春节假期前增加 113亿元。

另据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部

分 股 份 制 银 行 有 关 数 据 ，已 对“ 白 名 单 ”项 目 审 批 贷 款

1236 亿元，正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需要陆续发放贷款。

29省份 214个城市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已推送 5300 余个“白名单”项目

本版责编：纪雅林 邓剑洋 董映雪

2023 年是辽宁实施振兴新

突破三年行动首战之年。敢闯

敢干加实干，创新创业加创造，

辽宁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速、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

加速培育、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壮大经济实力
加快发展速度

时至初春，盘锦辽东湾辽

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热气升

腾、紧张忙碌。辽河右岸，塔吊

林立、焊花飞溅；渤海之滨，车

辆穿梭、机器轰鸣，华锦阿美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原

料工程项目正破土拔节。

这里曾是一片芦草丛生的

“南大荒”。作为央地合作重大

项目，这里将建设 1500万吨/年
炼油、165 万吨/年乙烯等 32 套

炼油、化工装置，在辽东湾建起

一座全新的化工城。

壮大经济实力、实现量质齐

升，大项目、好项目是重要支撑。

去年 3月 1日，辽宁与央企在北京

开启了一场深化合作的双向奔

赴。3个多月后，国资央企助力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在沈阳举

行。两次活动，双方共集中签约

项目 89个，总投资 6087亿元，投

资超百亿元重大项目 30个。

辽宁出台稳经济 27 条、巩

固增势 20 条政策举措，深入推

进 15项重大工程，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实施。一年多来，辽

宁主动对接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新布局，洽谈

签约实施央地合作重大项目 156 个，投资额 1.28 万亿元。

2023年，辽宁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

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48.8%。消费快速回

暖，旅游持续火爆，旅游总收入 5022.6亿元，同比增长 1.7倍。

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科技创新

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装备制造业向上突破，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向下延

伸，冶金新材料产业向深拓展，优质特色消费品工业向专发

力。”2023 年底召开的辽宁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上

述要求，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打造 4 个万亿

级产业基地和 22 个产业集群。

辽宁是工业大省，制造业是“当家优势”。辽宁努力在

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赛道上加速奔跑，让旧动能焕发生机，新

动能不断集聚。

在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过程中，辽宁耕“云”种“数”，以

“智”为翼。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公示的 2023 年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名单中，辽宁 10 家单位上

榜，数量居全国第六位；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累计达

87 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累计达 337 个。

创新，成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的主题词。加快创

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辽宁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新建、

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达 11 家。实施“揭榜挂帅”科技攻关

项目 120 个，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 55.5%，实施科技型企业

梯度培育计划，新增“雏鹰”“瞪羚”企业 1029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4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3.3 万家。

紧盯人才要素，辽宁优化实施“兴辽英才计划”，遴选高

水平人才和团队 1047 个。两院院士总数达 61 人。“百万学

子留辽来辽”行动引进海内外优秀博士和高级职称人才

4387 名，同比增长 77%，引进高校毕业生 40.1 万名，同比增

长 20.8%，扭转了多年人才外流的不利局面。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群众满意度

着眼于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沈阳持续推

进“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90%申报材料实现“只提交一次”

或免于提交，上线 1123个智能化服务场景，平均申报时间缩

短 22.3%，审批效率提升 24.2%。2023 年，沈阳市“只提交一

次材料”改革被国务院评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例。

前不久，辽宁邀请 40位民营企业家参加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并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辽宁省税务局不断完善“项目

管家”机制，高效服务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发挥税收大数据作

用，助力 1130家企业打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出台 20条优化

服务举措，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税收环境。

统筹推进“三个万件”行动，全面清理影响振兴发展的

障碍；开展“办事不找关系”等系列改革，出台省级层面法治

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打造高效、规范、智慧的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辽宁利于经营主体茁壮成长的

“墒情”持续好转。

去 年 以 来 ，辽 宁 经 营 主 体 达 515.9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9.4%。新增外资企业 959 家，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

投的氛围日渐浓厚。

“围绕打造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以不甘落后、求变

图强的志气，知重负重、舍我其谁的勇气，奋起直追、一往无

前的锐气，坚决打好打赢三年行动攻坚之年攻坚之战，确保

攻坚必胜，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蓄势聚能。”辽宁省委书

记郝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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