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木葱茏，生机盎然。近日，记者来到长

江、黄河与珠江的入海口，聆听三角洲的生态

保护故事，探访上海、山东、广东等地如何守

护好三角洲湿地这一独特生态系统，让三角

洲湿地发挥重要的生态功能。

长江入海口——
湿地鸟蹁跹 村镇河道美

长江入海处，春回崇明岛。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崇明岛最东端、长江口与东海交汇处。

摇曳的芦苇间，不时有黑尾白腹的鸻鹬

展翅、觅食。保护区工作人员贲前方介绍，这

里是我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

滩涂湿地之一，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水系和东海近岸水

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和繁育场所。

多年前，保护区生态环境一度受互花米

草蔓延影响。2013 年起，保护区开展生态治

理修复工程，营造具有栖息地效应的生境岛

屿 56 个，修复营造河漫滩优质生境近 45 万平

方米。截至 2023 年底，保护区内共记录到水

鸟 101 种 37.86 万余只次，比 2022 年度增加了

9 种 18.65 万余只次。

从崇明岛出发，沿着沪陕高速，抵达长江

口南岸，再沿着长江向西北而行，就到达了宝

山区罗泾镇塘湾村。

春光正好，点点黄花嫩芽从绿草间冒出，

这里栽种着超 100 个品种的萱草，还配建了

木栈道、景观花桥、萱草花田、林下花带和花

田温室等。“等到五六月萱草开花，这里就是

一片花海，周边的许多游客都会过来打卡。”

塘湾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赵超宇介绍。

迎着和煦春风，穿过林间小道，来到获评

上海市“最美河道”的三仙沟。船头，护河员持

网兜打捞杂草；岸边，三两村民在休憩。

难以想象的是，曾经的三仙沟还属于黑

臭河道。此前，村庄生活污水、农田用水直排

河道造成污染，三仙沟水质一度为劣Ⅴ类。

为改善环境、修复生态，罗泾镇集中力量

对三仙沟开展整治。在截污控源的同时建设

生态驳岸、清理黑臭淤泥。在此基础上，三仙

沟构建水生森林净化系统、水生物基网净化

系统、生态沟拦截净化系统等进行河道生态

修复，重塑河道水体生态净化功能。如今的

三仙沟，已成为居民与游客的休闲好去处。

宝山区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罗泾镇正在打造长江口绿色小镇，镇里联

动域内五村通路治水，打通陆上约 21 公里的

慢行休闲道，探索水上特色游。此外，罗泾镇

将借鉴三仙沟河道修复经验，持续推进 171
条共 145 公里河道岸线生态示范河道治理。

黄河入海口——
全天候监测 多方位呵护

春风拂面，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一派生机盎然。

沿路前行，柳树伸展着柔嫩的枝条；木栈

桥两侧，芦苇随风摇曳。浅滩之上，鸥鸟群

集，鸣叫声此起彼伏。

“这段时间，许多鸟儿飞到这儿来，开始

繁育后代。”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亚

杰说，“3 月 11 日那天，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今

年第一只东方白鹳雏鸟破壳而出。”在生态监

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候鸟的情况清晰可见。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1992 年建立，总面积 1530 平方公里。“东方白

鹳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它们来到保护区安

家，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和栖息条件越来

越好。”赵亚杰说。

然而，多年前并非这番景象。 2010 年，

互花米草开始在保护区内迅速扩张。“互花

米草严重侵占了盐地碱蓬、海草床等植被的

生存空间，鸟类栖息地、觅食地大量减少，影

响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山东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主任

周立城说。

2016 年以来，保护区所在地山东东营市

联合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等科研单

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结合野外

实地勘测调查，摸清了黄河三角洲互花米草

分布格局、入侵机制，探索出“围淹+刈割”

“刈割+翻耕”等治理技术，并陆续实施治理

工程，有效遏制了互花米草泛滥的势头。

经过治理，许多鸟儿又飞回来了。“我们

借助‘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搭建鸟类

动态实时监测系统。”赵亚杰说，“春天正是东

方白鹳繁殖的关键期，如果监测发现湿地内

食物不够，我们就要及时通过人工增殖等方

式确保幼鸟健康安全成长。”截至目前，保护

区内共设立 35 处鸟类监控、49 处湿地监控、

28 处人为活动监控、36 处林火监控。今年保

护区计划设立 107 处视频监控，实现保护区

监控全覆盖，同时，搭建无人机自动巡航系

统，提升保护监管能力。

近年来，保护区鸟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

加。鸟类种数由建区时的 187 种增至 2023 年

的 373 种，其中，观测到繁殖的东方白鹳幼鸟

数已累计超过 3000 只。

珠江入海口——
滨海花盛开 鸟栖红树林

左边是一列次第吐出新叶的细叶榕，右

边是一字排开、红花盛放的木棉，中间的路被

设计成“自然教育小径”，一群身穿校服的小

学生正谈论着刚结束的游学。拂面而来的是

暖热海风，耳边不绝的是欢快鸟鸣，脚边匍匐

有致的是各色花朵……这些，共同构成了南

沙湿地生机勃勃的 4 月。

“再往深处走，还有更多我们这儿特有

的美景在等着呢！”南沙湿地景区业务经理

万珺说。

位于广东广州市最南端的南沙湿地，地

处珠江入海口，在南沙区万顷沙镇十八涌与

十九涌之间，总面积近 1 万亩，是广州市面积

最大的滨海湿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保存较

好的滨海河口湿地。万珺介绍，特定的地理

经纬度与河口湿地咸淡水交界的生态条件，

使南沙湿地食物充沛，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

驿站。

“来南沙湿地，一年四季都有看头，所谓

‘ 春 探 鸟 巢 、夏 赏 荷 花 、秋 听 芦 苇 、冬 观 水

鸟’。”万珺说。说话间，来到一排滨海廊道

上。景区搭建了高到廊顶的隔离木栏，通过

窗洞远眺，浅滩里立着一群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用望远镜仔细一数，

有 20 只之多。

据介绍，南沙湿地常年生活着 3 万多只

鸟儿，每年前来越冬的候鸟有 10 万多只。万

珺介绍，湿地水域还能通过与外部隔开的水

闸调节深浅，为各类水鸟提供食物。

精心的呵护由来已久。“我们制定了《南

沙区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规划（2022—2030
年）》，在严格保护现有红树林基础上，积极开

展红树林营造和修复，持续扩大红树林面积

和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目前湿地

的红树林总面积已扩大到 198.18 公顷，湿地

成为全市红树林分布最大的区域。”南沙区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登 上 湿 地 游 船 ，沿 着 水 道 驶 向 湿 地 深

处。秋茄、木榄等本地红树已开花结果，不时

有鹭鸟从眼前飞过；再往前是引种的无瓣海

桑，树干高大，茂密成林，雨过天晴之时，林间

水汽蒸腾，云雾缭绕，徜徉其中观鸟赏景，让

人陶醉。

这样的好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

前来栖息。据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原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统计，南沙湿地

监测发现鸟类 185 种，前来过冬的候鸟数量

占广州市候鸟总数 50%以上，一些候鸟甚至

成了留鸟。

独 特 的 自 然 生 态 ，也 受 到 广 大 游 客 欢

迎。南沙区依托生态优势推出的自然观光、

科普研学、休闲旅游、户外拓展等产品受到周

边地区众多游客欢迎。“平时，我们既注意合

理控制人流，又不断宣传‘无痕湿地’的游玩

理念，让游客与湿地生物共享自然之美。”万

珺说。

图①：广州南沙湿地。

南沙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鸟儿在浅滩上觅食。

杨 斌摄（人民视觉）

图③：上 海 崇 明 东 滩 湿 地（摄 于 3 月

20 日）。 王 初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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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核心阅读

四月时节，草木葱茏，流
水澹澹，鸟鸣啁啾……在长
江、黄河与珠江的入海口，三
角洲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
象，折射出上海、山东、广东等
地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效，体现
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三角洲是河流与
海洋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河流搬运来的泥沙量
大，而且无强劲的潮流
或波浪将泥沙带走时，
三角洲就会快速发育，
向海延伸。三角洲湿地
在洪水调控、气候调节、
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等方面意义重大

■■把自然讲给你听R

大河浩荡，携沙填海，积淀成洲。

三角洲是河流进入海洋时，因河

口变宽以及受潮流影响，水流逐渐分

散，河流流速减缓，携带的泥沙在河口

处堆积形成的三角形堆积体。

为 什 么 河 流 入 海 口 大 多 有 三 角

洲？三角洲是河流与海洋共同作用的

结果，河流负责“建设”，海洋则扮演

“改造和重塑”的角色。当河流搬运来

的泥沙量大，而且无强劲的潮流或波

浪将泥沙带走时，三角洲就会快速发

育，向海延伸（如长江三角洲）；但是，

也有极少数的入海口没有形成三角

洲，当河流搬运来的泥沙少，且海洋动

力强大时，三角洲则难以形成（如钱塘

江入海口）。

黄 河 入 海 口 的 黄 河 三 角 洲 就 很

有代表性。黄河流经植被覆盖率相

对较低的黄土高原，流域降水集中在夏季且多暴雨，大量

泥沙汇入其中。黄河每年向渤海输送大量泥沙，同时，黄

河入海口水深较浅、坡度较小，波浪和潮流的侵蚀、搬运

作用弱。在这些条件的综合影响下，黄河三角洲产生淤

积、向海延伸。

三角洲湿地是陆海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在

洪水调控、气候调节、污染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意

义重大。三角洲湿地是“蓄水库”，可以涵养水源、防洪抗

旱、维持区域水平衡；三角洲湿地是气候的“调节器”，在固

碳储碳、调节区域气候等方面发挥作用；三角洲湿地还是环

境“净化器”，能代谢污染物、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此外，三

角洲湿地还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保护区”，在保障栖息地、

维持生存繁衍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最年轻

的湿地生态系统，为 1500 多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

境。它是芦苇、盐地碱蓬等植物的天然基因库与种质资源

库，也是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黄河三角洲近岸海域也

是黄渤海区域重要的海域生物产卵场、孵幼场和索饵场，为

凤鲚、鲈、皱唇鲨、三疣梭子蟹等重要的鱼蟹类提供了优良

的栖息生境。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河流—河口—

海湾联动联防机制，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加快推进黄河口

国家公园建设，实现保护与开发并重，守护好这方大河之

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海洋

地球科学系副主任，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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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4月 15日电 （记者邵玉姿）

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提出，到 2030年全省“三北”工程区森林覆

盖率达到 34%以上，林草覆盖率达到 55%以

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重点沙区

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明显增强。

根据《意见》，河北将开展全力打好浑善

达克南缘沙地歼灭战、扎实推进太行山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扎实推进燕山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扎实推进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建设、扎实

推进白洋淀上游规模化林场建设五大工程。

《意见》强调，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坝上生

态脆弱区以恢复灌草植被为主，对防沙治沙

相关规划开展水资源论证，大力发展节水林

草。坚持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优先

选用耐干旱、耐瘠薄、抗风沙的乡土树种草

种，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大力营造

混交林，开展退化草原免耕补播改良，建设人

工混播草地。科学推广塞罕坝沙地治理等模

式和技术，在适宜地区探索光伏治沙等产业

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新模式。

到2030年

河北“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超34%
本报太原 4月 15日电 （记者付明丽）

记者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山

西安排林草重点任务 300 万亩，将 85%以上

的任务集中布局在“三北”工程区。

为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山西

持续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将重点实施精准

扩林、重点补林、科学改林、持续营林、依法

护 林 、创 新 活 林“六 大 行 动 ”，提 高 森 林 覆

盖率。

据悉，自 1978 年“三北”工程启动实施

以来，山西累计完成营造林 3730.5 万亩，带

动百万农民实现增收，区域内森林覆盖率由

工程启动之初的 8.3%提高到 17.91%。

山西将在巩固一至五期绿化成果的基

础上，开展“三北”工程六期防沙治沙和林草

植被建设，在降水量 400 毫米以下地区以恢

复灌草植被为主，降水量 400 毫米以上、适

宜乔木生长的地区以恢复乔木植被为主，科

学实施人工造林、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

森林抚育、种草改良等工程措施，提升区域

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并将“三北”工程建

设落实情况纳入省级林长制考核范畴，将林

长制激励对象向“三北”工程建设成效突出

的县、乡予以倾斜。

加强“三北”工程建设

山西今年安排林草重点任务300万亩

本报北京 4月 15日电 （记者寇江泽）近日，生态环境部、

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发布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

公告》。

本次发布的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分为三种口

径，包括 2021 年全国、区域及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2021 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不包括市场化

交易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和 2021 年全国化石能源电力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

据介绍，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是核算电力消费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重要基础参数。本次发布的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可供不同主体核算电力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参考使

用，是落实《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

施方案》中“统筹推进排放因子测算”要求的重要举措，为碳排

放核算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将建立电力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常态化发布机制。根据基础数据更新情况，拟于 2024
年尽早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我国将建立电力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常态化发布机制

本报北京 4月 15日电 （记者李红梅）中央气象台预计，

15 日夜间至 17 日，江南、江汉南部、华南北部及四川盆地东

部、贵州中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 日 18 时，中

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其中，15 日 20 时至 16 日 20 时，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

福建西北部、湖北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湖北东部、湖南中

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贵州北部

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 8—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局地可达 11 级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近期降雨频繁且以对流性降雨为主，

多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未来三天，湖北、湖南、

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降雨较强，需注意降雨可

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局地强对流天气危害。

江南等地有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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