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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意渐浓，成千上万只候
鸟 在 深 圳 湾 的 海 滩 上 嬉 戏 觅
食。深圳湾是东半球国际候鸟
南北迁徙通道上的重要“中转
站”，大片滩涂湿地给生灵们提
供了良好的生活空间。

深圳湾的湿地好生态，离
不开这片土地上茁壮生长的红
树 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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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林为鸟类提供了栖息
所需的食物及休息场所。”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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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护区一线工作了十多年。
她介绍，鸟儿是红树林生态系
统的灵魂，它们愿不愿意来深
圳湾、在这里吃得好不好，是
评估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的重
要指标。

记者近日走进广东内伶仃
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
这里的红树林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越来越智能。

“这个鱼塘是候鸟高潮位的
重要栖息地，是保护区精细化、
智慧化管理的重要区域。”广东
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给
水鸟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管
理局安装了智能水闸管理系统
——在鱼塘设有水闸和鱼闸两
道装置，水闸安装有水位感应
系统，对接天文台潮汐监测，
调控鱼塘水位。鱼闸的挡水板
有密集网眼，放水时水出、鱼
虾留。两道智能化设备，通过
中枢系统的管理，以及高清摄
像头的观测配合，可以更准确
掌握水闸、鱼闸开启时间，贴
心满足水鸟栖息、觅食需求。

23 个 4K 高清摄像头、31
台红外相机，既可智慧监测鸟
类数量、识别鸟种，还可 24 小
时“云观鸟”——2020 年起，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构建起“空天地”
一体化平台。

“保护区里这片红树林面积
不大，而且位于城市腹地，生
态系统比较脆弱，保护难度不
小。智能设备的加持，让常态
化监测更加精细化智能化，为
更好地保护红树林提供了更多
依据和参考。”杨琼说。

红树林的保护，离不开越
来越先进的科技，更离不开一
直坚守一线的保护者。

从滩涂到实验室，从基围
鱼塘到科普课堂，杨琼奔走在
保护红树林的许多场所。

为了掌握红树林的生长状
况和湿地的生态质量状况，杨
琼和同事经常要深入滩涂中采
样调查。

“红树林的滩涂由沉积物积
累而成，不同地方的淤积深度
不同，去滩涂采样的时候，腿
会 陷 在 淤 泥 里 ， 行 走 比 较 困
难，如果去到比较远的滩涂，
我们都会借助滑板。”杨琼说。

“我们一直坚持科学保护红
树林，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
特别是保护其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对福田红树林湿地来说，
红树林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
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特别是
要给鸟儿留足觅食空间，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红树林生态系统
的健康和稳定。”十多年如一日
从事保护工作，杨琼对这片红
树林已有了感情。尽管辛苦，
但她很开心：“当我们把工作变
成 了 爱 好 ， 把 爱 好 融 入 了 生
活，就会发现再大的困难都不
是事儿。”

这些年，在越来越多保护
者的努力下和社会各界的关怀
下，深圳湾的红树林不仅给生
态带来越来越多向好的改变，
也给当地带来经济价值的回馈。

2023 年 9 月 26 日，深圳成
功完成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
汇拍卖，以每吨 485 元的成交
单 价 刷 新 全 国 碳 市 场 最 高 价
格，成为全面展示深圳市践行

“两山”理念、创新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的“深蓝样本”。

广东是红树林大省，2023
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

《广东省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
（以下简称“方法学”）。据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方法学界定，红树林碳普
惠 行 为 可 以 是 植 树 造 林 及 营
林，包括低效林提质增效、减
少污染与毁坏、可持续经营管
理等提升红树林碳汇水平 的措
施。作为可监测、可报告、可
核查的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量方
法学，它解决了红树林碳增汇
的量化和变现两大难题，红树
林蓝碳由此可加入广东省碳普
惠体系并参与碳排放交易。

就在前不久，国际红树林
中 心 成 立 协 定 在 深 圳 正 式 签
署，首批 18 个成员国代表共同
签署协定并为国际红树林中心
揭牌。

目前，深圳红树林总面积
296.18 公 顷 （不 含 深 汕 合 作
区），其中，已划入自然保护地
实 施 严 格 保 护 的 红 树 林 面 积
185.3 公顷，占全市红树林面积
62.56%。

“红树林是深圳的市树，深
圳市通过在红树林保护区周边
采取楼层限高、深圳湾全域禁
渔等保护措施，保护了这片红
树林，特别是在红树林栖息的
水鸟。”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工 作 人 员
说，“这些年，许多市民都会通
过 线 上 线 下 的 方 式 探 秘 红 树
林，这片城市中心的红树林已
经成为深圳人的骄傲，大家打
心底里想要保护好它。”

上图：深圳福田红树林湿
地。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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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雅尼湿地是一幅细腻而深
邃的自然画卷，它以一种温婉而又不
失壮阔的方式，展现着季节更迭的韵
律与美感。

一条深蓝色的河流蜿蜒流淌，轻
轻地铺展在大地之上。河岸两侧，茂
密的树木和灌木丛颜色从浅绿色到温
暖的黄色过渡，层次分明，错落有
致。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雄伟壮
观，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宛如一顶
顶洁白的帽子，为这座大山增添了几
分神秘与庄严。天空中，白云悠悠，
它们或聚或散，或浓或淡，仿佛是大
自然的画笔在蓝色的天幕上勾勒出的
一幅美丽的图案。

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属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巴宜区和米林县，总面积 8738
公顷，水面海拔 2920 米。如今，雅
尼湿地已经是旅游观光的热门目的
地，来林芝的人大多都会在此驻足。
通过保护、修复和监测等多种手段，
雅尼湿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物多
样性不断丰富，这里正成为展示林芝
良好生态的一张名片。

守住湿地，
筑牢生态质量底线

“这是我们工作的重要一环，主

要是看看树木有没有发生病虫害。我
们需要走到树木旁边，靠近观察，如
果远远地看上一眼，会忽略很多问
题。”林芝市巴宜区邦纳村村民普布
多吉是一名湿地管护员，对他来说，
巡护脚下的这片湿地已经是日常生活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来到林木间，普布多吉对管区内
的每一棵树都如数家珍。对每一棵树
的树冠，普布多吉也仔细观察，“这
棵树的叶子有些发黄”。一边走着，
普布多吉仿佛发现了新东西，三步并
作两步走到树前，围着粗壮的树干开
始上下检查。兜兜转转、走走停停，
一个上午过去，普布多吉巡查了足足
数百棵树木。

下午，普布多吉还要去湿地周围
的山上转转，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一
天下来，普布多吉经常要绕着山岭和
湿地走上五六万步，从早到晚，寻找
潜在病虫害、火灾隐患，遇到山林里
的垃圾，他会随手捡拾起来带走。这
样的日子，普布多吉坚持了许多年。
当记者问起这样的工作是否有些枯燥
乏味的时候，普布多吉说：“只要湿
地完好、森林安全，我们的付出就有
意义。”普布多吉笑着说。

普布多吉小时候，雅尼湿地还只
是一片不起眼的荒草滩。2009 年，雅
尼国家湿地公园开始试点建设，曾经
的砂石厂关闭了，植被在滩涂上开始
生长。“十几年的变化来之不易，我
们更要把这里守护好。”普布多吉感
慨地说。现在的普布多吉，还是帮纳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平
日里向乡亲们普及湿地保护的意义。

像普布多吉这样的管护员，在雅
尼湿地共有 46 名。据介绍，近年来，
林芝湿地管理部门结合实际，采取日
常督导与群众巡护相结合的方式，压
实湿地管护责任；同时，相关部门还
积极开展湿地法律法规宣传工作，不
断提高群众湿地保护意识和湿地管护
水平，有效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功能。

修复湿地，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色果拉村地
处雅尼湿地一角，很难想象，这里曾
是一个生态脆弱、饱受风沙威胁的地
方。由于地处江河转弯处，加之地势
平坦，色果拉村的泥沙淤积情况一度
十分严重。

乔次仁记得，2008 年他刚担任色
果拉村党支部书记时，夏天，大水漫
过江岸，带来的淤泥盖住地面，到了
冬天河水又退得厉害，河床裸露。旱
季，大风一吹，沿岸居民都要“跟风
吃沙”，常常是出趟门回来，就是满
鼻孔的砂砾。

“决不能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
咱们村要种树！”2009 年刚一开春，

乔次仁便在村里向大家伙提出开展植
树造林、环境整治的建议。

“咋弄？”“能活吗？”当时，村里
不少人的心里在打鼓。乔次仁围绕当
时村里的生态情况，不断摆事实讲道
理，最终大家都选择听从乔次仁的建
议，一起行动了起来。

于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植树造林
工程拉开了序幕。

从最早一年一两千亩的种植面
积，到后来最多一年五千多亩的种植
面积，色果拉村防沙造林工程持续推
进，植树面积不断增长。

中间也曾遇到一些曲折，树越种
越多，但在滩涂上的存活率没有之前
理想。林芝市林草局工作人员通过不
断调研发现，雅尼湿地本地生长的砂
生槐最能适应色果拉村的生态环境，
建议村里在生态脆弱区域补种砂生
槐。10 多年来，色果拉村已经种了几
十万棵树，种植面积接近 7万亩。

“为了更好修复生态，我们坚持
植树造林十多年。看到家乡美丽的绿
水青山，大家都觉得这些年的付出值
了。”乔次仁欣慰地说。

这样的生态修复工程，在雅尼湿
地周边还有许多。2016 年，雅尼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林芝
市巴宜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当地累计投入 1.54 亿元，扎实
开展雅尼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修复工程、科普宣传教育、科研生
态监测、湿地巡护检查等工作，湿地
生态质量不断向好。

利用湿地，
观光和科研并重

扎西次仁是一名林芝旅游的包车
司机，对他来说，过去的几个月分外
忙碌。“这些年，来西藏旅游的人越
来越多，雅尼湿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
等景区共同构成了林芝周边短途游的

‘黄金线路’。”扎西次仁介绍。
雅尼湿地附近的林芝镇曲古村，

如今已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度假、打
卡的重要目的地。去年，曲古村流转
土地 190 余亩，建设集生态观光、民
俗体验于一体的花海观光园，游客可
以赏花、射箭、骑马。2022 年，曲古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中仅旅游收入就突
破 45万元。

扎西次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自己的越野车，三至四人乘坐车辆的
使用费大概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包
含餐饮、门票在内，游客人均消费在
四百元以上。“我家就在湿地周边，
我们村里许多人在附近的景区工作，
家里有很大部分的收入都直接来自景
区。”扎西次仁说。

除了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林
芝还大力加强对湿地的监测和研究，
不断释放当地好生态的更多价值。

“湿地公园内动植物物种丰富，
有高等植物 87 科、534 种，其中有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种；湿地公园
内以及周边野生动物有 59 科、234
种，其中列入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
动物 46 种。这些物种的生态价值和
科学意义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林芝市林草局工作人员说。

此前，由于缺少湿地保护专业技
术人员，雅尼湿地开展科研监测、科
普教育的水平不高，湿地生态服务功
能发挥不明显。针对这一问题，林芝
市林草局同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
西藏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完善湿地
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健全湿地保护科
技支撑机制；同时，建设湿地生态监
测监控站点，开展湿地生态状况评价
和动植物监测监控。

“开展监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湿
地，也是为后续科学研究提供依据。”

林芝市林草局工作人员说，“这几年，
我们拍摄到 110 余只的黑颈鹤大种
群，发现湿地内有灰雁分布的新纪
录，区域内的湿地植物中有 30％以上
的物种属于西藏特有。雅尼国家湿地
公园的资源本底更加明晰，生物多样
性更加丰富。”

图①：雅尼湿地与周围景物共同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图②：管护员普布多吉正在林间
巡护。

图③：雅尼湿地景色。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徐驭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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