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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温暖和煦的阳光，洒向位于河
北省沧州市的南大港湿地。芦苇随风摇曳，
众多白鹭点缀其间，或伫立在高高的枝头悠
然自得，或在茂密的树林间翩翩起舞，或是
在清澈的水面上寻觅食物，偶尔还能看到珍
稀鸟类震旦鸦雀、白琵鹭的身影。

今年 7月，在第 46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 （渤） 海候
鸟栖息地 （第二期） 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南大港候鸟栖息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近年来，沧州市南大港产业园区实施海
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南大港国家重要湿地保护与
恢复项目等，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逐步提升。

记者从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获悉，南大港候鸟栖息地2019年观测到
2 万只候鸟，2023 年观测到 10 万余只，候鸟
数量4年间增长了4倍。

清淤退养，修复湿地生态

9 月初，跟着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副主任王立军，顺着笔直的捷港
大街走到尽头，记者来到南大港湿地。放眼
望去，水面上波光粼粼，连片的水草向远处
延伸。

“南大港湿地紧邻渤海湾西岸，是在复杂
的海陆变迁与河流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退海河
流淤积型滨海沼泽。”王立军介绍，“这里包
含了草甸、沼泽、水体以及丰富的野生动植
物等多种生态要素，地形地貌多样，生物种
类丰富。目前已记录到的鸟类品种达 271
种，其中包括16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和
52种二级保护鸟类。”

2002年，南大港湿地被河北省政府批准
为“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总
面积达7500公顷，其中南大港候鸟栖息地面
积 3814.1 公顷。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和中转站，也是
众多珍稀水鸟的栖息繁殖地。

然而，“在保护区成立之前，湿地北部区
域被围垦形成了连片养殖池塘，割裂了湿地
的水文连通性和生态空间。”南大港湿地和鸟
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孟召蕾说。

北部养殖池塘处于南大港湿地水循环系
统的末端，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与修复这片
脆弱的区域？近年来，沧州市坚持生态优
先，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湿地量身
定制保护修复方案。

早在2015年，沧州就将南大港湿地和鸟
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列入禁止开发区域。此
后，当地开始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排查
并迁出河道沿岸及湿地周边畜禽养殖户 170
余户。

2020至2021年，南大港产业园区实施了
北部养殖池塘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累计恢复
湿地面积108.8公顷，恢复了由水域—浅滩—

生境岛组成的自然湿地结构，形成了适用于
南大港湿地的“退养还湿+清淤拆堤+生境岛
营造+灌丛隔离带构建”的模式。

“这个项目在 2023 年被自然资源部评为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给了我们很大
的信心和动力！”王立军说。

随后，2023至2024年，当地继续开展南
大港湿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完成退养
还湿 200 公顷，疏通河道 15.5 千米，3000 公
顷湿地焕然一新。

在湿地工作了 30 余年的巡护员潘红喜，
对这里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早些年，由
于池塘养殖等原因，藻类大量繁殖，水体透
明度低。经过修复后，水更清了，水生动植
物也越来越多了。”

记者从南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获悉，如今，修复区内水体盐度、化学
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等水环境指

标下降 60%至 70%；湿地土壤监测点位平均
清洁度提升 27.5%，土壤质量向好转变；湿
地水体环境和水文连通性改善之后，游泳动
物实现了自然恢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物
种的多样性稳步提升。

系统施策，巩固生态屏障

随着南大港湿地生态的不断改善，当地
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逐渐走向纵深。

站在湿地北部区域的一块陆地上，王立
军望向远方。“目前，湿地内的养殖池塘已全
部治理完成，更多的保护修复项目陆续展开”。

2024年，南大港启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这是一个更为广泛和
全面的生态工程，它不仅关注湿地本身，还
涵盖了山地、森林、农田、湖泊、草地以及
沙地等多种生态系统，致力于整个区域生态
链的综合保护与修复。”王立军说。

在沧州师范学院教授、沧州市野生动物
救助专家孟德荣看来：“综合治理推动水质得
到改善，水生物大量繁殖，为鸟类提供充足
的食物来源。治理后的湿地生态系统更加稳
定，能够调节局部气候，为鸟类繁殖提供相
对适宜的温度、湿度等条件，更加有利于鸟
卵的孵化和雏鸟的成长。”

根据计划，南大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将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386.66 公
顷，其中生态补水区 8 公顷，湿地综合保护
修复区59公顷，农田综合治理区319.04公顷。

目前，项目正全面展开，记者在湿地综
合保护修复区内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挖掘
机和装载机清理河道内的淤泥、沉积物，对
清淤工作进行详细记录，确保完成的每一项
指标都在达标范围内。

“清淤可以恢复河道的深度和宽度，提高
水体流动性。”该项工作负责人马向敏说，这是
为进一步恢复湿地的自然功能做准备。

王立军介绍：“我们围绕南大港湿地内
水、田、湿地三大自然要素，突出解决生态
水量不足、湿地生境退化、土壤盐碱度高、

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通过河道治理、
生态护岸护坡改造等措施，以水养湿、以湿
护田，巩固湿地生态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据了解，南大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预计2025年12月完工。项目完工
后，将进一步改善湿地生态，有效促进可持
续发展。

科技加持，精准调查监测

“2024 年 9 月 4 日，16：23：59，夜鹭；
2024 年 9 月 7 日，7：25：00，青脚鹬……”
步入南大港产业园区内的鸟类监测室，由南
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建立的科研监测
一体化平台，正在对野生鸟类开展全天候的
调查监测。

“监测主要通过声纹和图像。”南大港湿
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左之森说，

保护区内安装了 3 套声纹收集设备 （装置），
能收录鸟的叫声，通过和系统内1569种鸟叫
自动比对，判定鸟类品种。此外，11套野生
动物智能视频监测设备分布于南大港湿地不
同的位置，由AI自动比对飞过监控探头的鸟
类数量和品种，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或者手机
可以实时观看这些视频监测设备捕捉到的
画面。

“听，这是白鹭的声音，它非常安静，偶
尔发出单调而嘶哑的‘wa’声；这是白鹡鸰
的声音，‘叽叽 叽 叽叽叽’富有节奏感；这
是草鹭的声音，粗厉的‘嘎—嘎—’声；还
有矶鹬，惊飞时发出连续、响亮的3—4个音
节笛音‘wee~wee~wee’声。这些是我们通
过AI声纹监测系统监测到的。”左之森说。

点击平台上的“影像识别”按钮，就会
出现鸟儿们的多彩身影：红嘴鸥在水中觅
食；反嘴鹬自在地梳理羽毛……在这些实时
影像中，鸟类的身影被自动识别，其身体处
于“定位框”内，“定位框”旁边则标注出鸟
类名称。

“南大港湿地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由湿
地保护区管理处搭建，自 2021 年开始启用，
该平台的AI声纹和影像识别功能是在河北省
首次运用。该平台的建设属于‘南大港国家
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的重要内容之
一。”王立军说，平台可以更精确地掌握湿地
内鸟类物种及其动态变化情况，除了能看能
听，还能统计。

相较过去，数字化的监测大大提升了工
作人员监测效率。“以前背着设备到处跑，蹲
守一整天，也可能一无所获。鸟类的出现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有了，无人机一起
飞，机敏的鸟儿可能就警觉地飞走了。”左之
森说。

据王立军介绍，监测平台还可以按时间
段自动生成“声音监测数量及物种统计表”
和“物种监测热力图”。“除了野生鸟类调
查，还可协助进行气象、水温以及湿地气
象、水文等实时监测，帮助我们及时掌握鸟类
品种、数量、分布以及湿地气象等相关信息。”

南大港国家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
除建设南大港湿地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外，
还建设了其他基础设施，包括 9 个湿地保护
区巡护站点提升和 1 个新保护站点修建、水
闸建设和维护修缮、新建 5 个防火瞭望塔、
新建6个观鸟屋等。

“湿地生态的改善，为鸟类提供了更加温
馨舒适的栖息家园，对鸟类和湿地的科学监
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保护和修复湿地生
态。”孟召蕾表示，今后将继续守护好世界自
然遗产的闪亮名片，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为全球生态保护和绿色
发展贡献南大港力量。

图①：蓝天白云下的南大港湿地。
殷 实摄

图②：南大港湿地巡护员在实地观察鸟
儿活动情况。 殷 实摄

图③：南大港湿地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
正在进行实时监测。 刘洪睿摄

4年间，候鸟数量增长4倍——

南大港的生态蝶变
本报记者 史自强

步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滨河
北路中深层地热能替代燃煤供暖项
目现场，高高的井架巍然屹立于砂
石地上，成群的白鹭在绚丽的霞光
中翩翩起舞，施工人员忙着进行地
热井钻进施工。

“项目总投资9259.6万元，利用
中深层地热水作为供暖热源，设计
井深2020米，预测出水温度约65±
5摄氏度，主要工程量为新建7口开
采井、7口回灌井，配套建设1座能

源站及电气、自控系统等，预计 10
月份建成。”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东营分局局长杨成武说。

“我们采用‘板式换热器间接换
热+热泵机组提温’工艺，实现

‘取热不耗水，等量同层回灌’技
术，地热尾水等量同层回灌，年可
节省标准煤1.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等各类排放物15.4万吨。”项目负责
人介绍，“建成投产后，可替代约
90万平方米燃煤供暖面积，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东营市地热资源丰富，有“中
国温泉之城”的美誉，地热水温度
在60—90摄氏度。该项目是山东省
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和中
石化2024年重点实施项目，也是当
地落实“双碳”行动的重要民生保
障工程。

作为山东省首个“清洁供暖无
烟小镇”的东营区牛庄镇，不仅用
地热资源为城镇住宅、办公区以及
农村集中居住社区供暖，尾水“余
热”还被运用到了30万平方米的设
施农业园区，实现了地热资源的梯
级利用。“我们通过换热加温系统对

60摄氏度的地热尾水再次利用，原
来每平方米花费约 135 元供热的设
施大棚，如今在供暖季实现九成降
费！”山东双福花卉负责人说，“现
如今，花卉除发往广州、北京、上
海等城市外，还远销俄罗斯、韩
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年产值超
过8000万元。”

牛庄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商新建指着镇驻地西侧不远处的烟
囱说：“燃煤采暖锅炉烟囱已经6年
没有‘冒烟’了。”当地埋藏在地下
2000米的地热水温度可以达到80℃
以上，可以替代原有两台 14MW 燃
煤锅炉，通过地热资源为城镇住
宅、办公区以及农村集中居住社区
供暖，供暖面积达到 75 万平方米，
年节约标准煤1.48万吨。

近年来，东营不断挖掘绿色转
型的“地热力量”，发布实施《东营
市地热资源开发专项规划 （2023—
2030 年）》，地热能开发利用实现
年当量替代燃煤28万吨，可减排二
氧化碳 66.8 万吨、二氧化硫 4760
吨，已登记发证地热采矿权 27 个，
地热井 208 口，登记面积 428.31 平
方公里，年开采量 3500 万立方米，
供暖面积1400万平方米，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左图：山东双福花卉园区使用
地热资源进行供热。

山东东营——

用好地热“宝藏”
刘智峰 李广寅文/图

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秋亚家庭农场，一群小鸭子轻轻拍动
翅膀，欢快地穿梭于稻田间，构成了一幅和谐宁静的田园画。

将麻鸭养殖在稻田里，鸭子吃虫，鸭粪做肥料，实现“鸭促稻长、稻
促鸭肥”的良性生态循环、“一田双收”。秋亚家庭农场已发展种植面积500
多亩，稻田亩均产量达1000多斤。 张 媛摄

“稻鸭共作”
生态循环种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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