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秋 时 节 ，人 们 常 常 发 现 ，每 当 夕 阳

西 下 ，天 边 总 是 出 现 绚 烂 多 彩 的 晚 霞 。

红 色 、橙 色 、紫 色 交 织 在 一 起 ，将 整 个 天

空染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虽然持续时间

不 长 ，却 格 外 迷 人 。 秋 季 的 晚 霞 为 何 如

此绚烂？

晚霞，是一种常见的大气光学现象，通

常发生在天气晴朗的傍晚。太阳光进入大

气层之后，会被大气中的空气分子、尘埃、水

汽等各种微粒阻挡，发生瑞利散射现象。波

长较短的蓝紫光会发生更严重的散射，红

光、橙光这些波长较长的光则散射较少，最

终得以保存并进入我们的视线。日落时分，

太阳处于地平线附近，阳光斜射，需要穿过

更长的距离，通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地

面，正因为距离长，在这个过程中，蓝紫光被

散射得更加充分，留下的红橙光则会形成

晚霞。

晚霞多种多样，从明亮的橙红色到深沉

的紫色，有时还会呈现出粉色和金黄色的过

渡色彩。晚霞的持续时间往往较短，一般在

几十分钟左右，高纬度地区日落时间更长，

因此晚霞持续时间会长一些。晚霞会给人

带来一种宁静与美的感受，仿佛一天的疲惫

都在这温暖的光芒中消散了。

秋季是观赏晚霞的黄金季节。这与秋

季大气环流的变化和大气条件的稳定性

密 不 可 分 。 首 先 ，秋 季 的 大 气 透 明 度 较

高。进入秋季，北方南下的冷空气逐渐加

强，南方输送的暖湿气流逐渐减弱，同时

受到副热带高压系统的影响，盛行的下沉

气流降低了降水的可能性，北半球的天气

系统逐渐趋于稳定，空气中的尘埃和水汽

含 量 适 中 ，晴 空 万 里 的 天 气 开 始 多 了 起

来，阳光得以更直接地穿透大气层；其次，

秋季大气层的垂直运动较弱，大气更加稳

定，空气中的尘埃和水汽得以停留，为晚

霞的散射提供了必要的介质。同时，秋季

的云层形态相对稳定，为晚霞提供了绚丽

的背景。

谚语云：“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那

么，晚霞是否一定预示着好天气？从气象学

角度来说，晚霞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晚霞通常出现

在天气晴朗、空气透明度较高的傍晚，此时

云层较少，天气稳定，因而晚霞的出现往往

预示着晴好天气。然而，不同地区影响天气

变化的因素各不相同，不能完全依赖晚霞预

测天气，还是需要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天

气预报。

我国一些地区因其特殊的气候条件和

地形特点，成为观赏晚霞的理想地点，例

如西藏拉萨、新疆喀纳斯、安徽黄山、杭州

西 湖 等 地 区 ，有 兴 趣 的 人 们 可 以 前 去

观赏。

（作者为国家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本

报记者李红梅采访整理）

秋季晚霞为何如此绚烂
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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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浩浩汤汤。三江源国

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大小不等的湖泊

周边，水草摇曳；甘肃兰州城内黄河边

绿道绵延数公里，一步一景；宁夏银川

地处引黄灌区核心地带，秋日“塞上江

南”风景如画；黄河边的陕西榆林米脂

县高西沟村，“层层梯田盘山头、片片

林草盖坡洼”……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

量稳步提升，水质更好了，2023 年黄河

干流全线已连续两年达到Ⅱ类水质；

两岸更绿了，流域生态质量总体改善，

黄河变得更美了。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

北 麓 ，呈“ 几 ”字 形 流 经 9 省 区 ，全 长

5464 公里，是我国第二长河。黄河流

域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华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单元和我国

地势三大台阶，拥有黄河天然生态廊

道和三江源、祁连山、若尔盖等多个生

态功能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也是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重

要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

略地位。

黄 河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 。 保

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千秋大计。然而，黄河流域生态本底

差，水资源十分短缺，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弱。经过 5 年来的努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同时也要看到，仍有不少

难题需要进一步破解。必须持续完

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保护是

大发展的前提。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分布广、类型多，高原

冰川、草原草甸、黄土高原等都极易发生退化，恢复难度极

大且过程缓慢。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顺应自然、尊重规律，开展自然修复、休养生息，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好生态环

境。同时，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久久为功、持续推进。黄河流域覆盖面广，生态类型多样，要

综合提升上游“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中游水土保持水平和下

游湿地等生态系统稳定性，加快构建坚实稳固、支撑有力的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唯有扎扎实实地一年一年推、一年一年抓落实，

方能不断见成效。

全域统筹、科学调控。立足于全流域和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必须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更加突出黄

河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

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

大工程，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同时，黄河流域上中下游

不同地区生态建设重点各有不同，必须分区分类推进保护和

治理。协同联动、有统有分、上下齐心，将更好地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保护

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印发、施行，开展河湖生

态保护治理、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等系列行动，实施多个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建立健全黄河流域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黄河上下，正在奋力描绘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高品质的生态环境逐步支撑起流域

各地高质量发展。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新征程上，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齐

心协力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定能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将来黄河会变得更美，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凝聚一往无前的磅礴之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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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秋 十 月 ，位 于 辽 宁 省 盘 锦 市 辽 河 口

湿 地 的 红 海 滩 ，迎 来 了 一 年 中 的 最 佳 观 赏

期 。 每 当 潮 水 退 去 ，簇 簇 翅 碱 蓬 宛 若 片 片

红 毯 ，与 黄 绿 色 的 芦 苇 、深 褐 色 的 潮 沟 一

起，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态画卷。

作 为 全 球 43 个 国 际 湿 地 城 市 之 一 ，盘

锦 颁 布 施 行《盘 锦 市 湿 地 保 护 条 例》，制 定

湿 地 生 态 效 益 补 偿 财 政 奖 补 政 策 和 实 施

方 案 ，编 制 湿 地 管 理 计 划 及 生 态 预 警 方

案 ，并 在 保 护 管 理 工 作 中 予 以 实 施 ，使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好 转 ，生 物 多 样 性 得 到 有

效保护。

坚持“陆海统筹、整
体保护、系统修复”，提升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郭管理

站，智慧管理平台的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各个视频监控点位的情况。

“这一平台分为 4 个模板，包括生物多样

性监测、本底资源调查、移动巡护监测和环境

监测。”东郭管理站站长郝延明点开生物多样

性监测模块，野生动植物分布情况、鸟类数量

统计等信息一目了然。

“ 盘 锦 对 辽 宁 辽 河 口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盘 锦 辽 河 口 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重 点 区 域

实 行 全 封 闭 管 理 ，设 置 高 点 野 外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17 处 ，对 野 生 动 物 集 中 栖 息 地 、繁 殖

地 进 行 重 点 监 控 ，初 步 建 立 了‘ 空 天 地 人 ’

一体化监测管理体系。”盘锦市林业和湿地

保 护 管 理 局 湿 地 和 草 原 管 理 科 科 长 刘

野说。

辽河口湿地是辽东湾的生态安全屏障，

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径流、净化水质、固碳增

汇、防浪固土等生态功能。

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当地一度

利用辽河口湿地滩涂发展围海养殖，成片的

湿地被分割成“格子间”，天然植被大面积损

毁，近岸海水受到污染，滨海湿地生态系统遭

到破坏。

为 让 广 袤 湿 地 重 新 焕 发 生 机 ，盘 锦 于

2015 年 启 动“ 退 养 还 湿 ”工 程 。 到 2020 年

底，工程区内 598 户养殖业户全部退出，恢

复 湿 地 面 积 8.59 万 亩 ，恢 复 自 然 海 岸 线

15.77 公里，造就了全国最大的“退养还湿”

单体工程。

“工程治理地区已实现自然水系连通、生

物洄游通道贯通，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栖息

生物种群数量日益增加，湿地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得到明显改善。”盘锦市自然资源局

副局长纪金章说。

盘锦坚持“陆海统筹、整体保护、系统修

复”，实施了多项湿地修复项目工程。“其中，

盘锦红海滩湿地修复项目通过潮沟清淤疏

浚、底栖生物种群恢复、种植补植翅碱蓬等措

施，改善和恢复了区域内翅碱蓬的生长环境，

扩大翅碱蓬的植被覆盖面积，维护湿地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和基本功能。”盘锦市林业和湿

地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张海来说。

为更好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盘锦在辽河

口湿地连续 10 年实施中央财政湿地生态效

益补偿项目，耕地补偿受益农户 4750 余户，

生态补水 4.4 亿立方米以上；实施油气生产设

施退出及生态恢复工程，辽河油田累计关停

退出油气水井 813 口，生态恢复井场 231 座，

生态恢复井站 6 座。

湿地生态环境逐渐
向好，生物多样性恢复成
效显著

走进辽宁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几名繁

育员正在给刚出生两个多月的丹顶鹤幼崽准

备饲料。“玉米和小鲫鱼是主食，还会辅以花

生米和小螃蟹，均衡的营养能够保障它们健

康成长。”辽宁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站长于长

斌说。

每年 4 月至 10 月，是丹顶鹤人工繁育的

关键时期。“技术人员需要时刻守在保护站，

每隔两小时就要进行人工翻蛋、通风、测温、

晾蛋等工作。”于长斌说。

辽宁省鹤类种源繁育基地成立于 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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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来 ，基 地 已 人 工 繁 育 丹 顶 鹤

442 只。

盘锦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

上的一处重要补给地，每年在此迁徙停歇的

水鸟达数百万只。其中，丹顶鹤的越冬种群

数 量 由 2010 年 的 5 只 增 加 到 2023 年 的

112 只。

为建立丹顶鹤不迁徙种群和野外种群

复壮，从 2021 年起，盘锦开展丹顶鹤的野化

放归工作。每天上午 8 点和下午 2 点，丹顶

鹤野化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打开笼门，张开

双臂一路小跑，把人工饲养的丹顶鹤“赶”向

天空。

“这样的训练，目的是培养丹顶鹤的飞翔

和野外觅食能力。”于长斌介绍，目前基地已

野化放归丹顶鹤 140 只，累计监测到野外筑

巢、孵化的丹顶鹤 22 对，成活雏鹤 35 只。据

观测统计，2024 年春季盘锦丹顶鹤野生种群

数量达到 808 只。

通 过 多 年 的 保 护 管 理 ，盘 锦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逐 渐 向 好 ，生 物 多 样 性 恢 复 成 效 显

著 。 目 前 在 此 栖 息 的 各 类 野 生 动 物 多 达

494 种 。“盘 锦 还 是 全 球 黑 嘴 鸥 最 大 种 群 的

繁 殖 地 、西 太 平 洋 斑 海 豹 的 重 要 产 仔 地 。”

刘 野 介 绍 ，黑 嘴 鸥 繁 殖 种 群 由 1992 年 的

1200 余只增加到 2023 年的 1.1 万余只，西太

平洋斑海豹由 2000 年的几十只增加到 2024
年的 393 只。

辽河口湿地是全球温带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最完整的湿地之一。当前，以辽河口湿地

为主体的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

“辽河口国家公园创建区以河口湿地和

近海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促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为目标，将典型河口湿地生态系统、鸟类

栖息地、西太平洋斑海豹产仔地等划进国家

公园范围。”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管理局局

长侯军说。

依托丰富、独特的湿
地资源，高质量发展生态
产业

站在辽宁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

的瞭望塔上眺望，向海一侧是浓烈如火的红

海滩，向陆一侧则是一幅壮观的稻田画，不少

游客在栈道上拍照打卡，体验小火车、高空自

行车等游玩项目。

“我们将稻田开发成旅游风景，使之成为

红海滩旅游的一部分。”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辉说，随着游客数量增多，附

近村民有的在景区工作，有的经营起农家乐，

日子越过越好。

二界沟开海节、中国最北海岸线冰凌穿

越、红海滩国际马拉松赛……丰富多彩的活

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据统计，2024 年上半

年，盘锦市接待旅游者人数 2716.8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4.5%；实现旅游收入 195 亿元，同比

增长 13.3%。

依托丰富、独特的湿地资源，盘锦积极推

进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盘锦积葭生态板业公司的生产车间，

芦苇秸秆经过粉碎、碾压、裁板、抛光等一系

列工序，变成了一块块家具板材，销往全国

各地。

为 实 现 芦 苇 资 源 化 利 用 ，被 碾 碎 的 芦

苇 还 被 加 工 成 菌 棒 ，培 育 出 品 种 各 异 的

蘑 菇 。“ 与 木 屑 相 比 ，芦 苇 的 木 质 素 、纤 维

素 、糖 分 含 量 更 高 ，是 做 菌 棒 的 好 原 料 。”

嘉 润 禾 食 用 菌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杜

红 说 。

国家公园是科普教育和生态体验的重

要 场 所 。“在 这 里 栖 息 繁 衍 的 鹭 鸟 品 种 ，不

仅有白鹭、夜鹭，还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 黑 脸 琵 鹭 。”辽 河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鸟 乐 园

里 ，讲 解 员 正 在 为 游 客 们 介 绍 园 区 对 鹭 鸟

的保护情况。

鼎 翔 生 态 旅 游 公 司 经 理 李 林 告 诉 记

者 ，鸟 乐 园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湿 地 科 普 ，目 的

是 让 游 客 树 立 保 护 湿 地 和 野 生 动 物 的

意识。

盘 锦 积 极 开 展 科 普 宣 教 活 动 。“ 在 世

界 湿 地 日 、世 界 野 生 动 植 物 日 等 节 点 ，我

们 组 织 动 员 全 市 各 行 各 业 、志 愿 者 等 参

加 全 民 净 滩 、观 鸟 知 鸟 、湿 地 体 验 等 系 列

科 普 宣 教 活 动 ，带 动 约 46 万 人 次 参 与 。”

刘 野 说 。

侯 军 表 示 ，将 继 续 加 强 辽 河 口 国 家 公

园创建区的巡护保护、生态恢复、社区协调

发 展 和 科 普 宣 教 工 作 ，争 取 把 辽 河 口 国 家

公 园 建 成 我 国 陆 海 统 筹 保 护 的 典 范 ，实 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辽宁盘锦着力打造高品质国际湿地城市辽宁盘锦着力打造高品质国际湿地城市

苇海红滩苇海红滩 生机盎然生机盎然
董丝雨 孙熙然

水上森林、阳光跑道、风筝草坪……走进江苏省徐州市沛

县的汉顺公园，居民们尽享“10 分钟绿地圈”建设带来的生态

福利。

汉顺公园所处位置曾是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滤

液和异味外溢等问题。2022 年，沛县启动填埋场生态修复工

作。为解决渗漏问题，施工方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利用土工膜专利技术，设置了“一柔一刚”防渗墙进行

垂直阻隔，防渗性能大大提升。

经过两年的生态治理，昔日“垃圾山”变身“城市绿肺”。“以

往每到夏天，路过填埋场得捂住鼻子，再热也不敢开窗。改造

后，环境好多了，处处鸟语花香。”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说。

“将生态修复与景观结合，打造集环保科普、游憩健身、景

观艺术于一体的生态型公园，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再开发、再利

用。”汉顺公园项目负责人、兴田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巩如伟介绍，公园规划建设了水景观赏区、自然游

憩区、社区花园区、文化游憩区等，功能日益完善。

用生态底色描绘发展绿色。如今在沛县，推窗见园、出门

进园，街头绿地景观、口袋公园、绿道系统等均衡分布、各具特

色。近日，江苏省公布第二批开放共享绿地清单，沛县徐沛运

河公园、颐园、大风歌广场等 5 处入选。此外，当地还在公园

绿地中植入“歌风书房”“沛小筑”等设施，提升地域文化、运动

健身、阅读科普等公共服务功能，形成区域特色品牌，促进公园

绿地与城市生活有机融合。

江苏徐州沛县

打造“10分钟绿地圈”
赵树朋 赵 宁

辽宁省盘锦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