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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梁平缘何成西南首个国际湿地城市重庆梁平缘何成西南首个国际湿地城市
从重庆江北机场出来，坐上去重庆

市梁平区的大巴车，可以看到座椅后背
上印着一行字：梁平——西南地区唯一
国际湿地城市。

近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
大会秘书处为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颁
发了证书，梁平获此殊荣。

但据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梁平没
有大江大河，湿地资源也不具备明显优
势。是什么让其走上国际舞台？

组建生态湿地
专职管理机构

这几天，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主任
唐宏每天都要在朋友圈里分享很多条
关于梁平“领证”的信息。之前，他在瑞
士日内瓦目睹了梁平的高光时刻。

“一路走来，不容易。”唐宏见证的
不仅有荣耀，还有梁平立足自身资源优
势，在生态发展上所做的努力。

时光回转，自古以来，河流、湖库、
沟渠田塘湖，与临水而建的梁平城区和
逐水而居的人民相融相依、协同共生。
这或许为梁平今日的成就埋下了伏笔。

“梁平虽没有大江大河，但地处长
江一级支流龙溪河发源地，境内408条
水系纵横交错、78座湖库星罗棋布、数
以万计沟渠田塘湖串珠成链。”梁平区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梁平充分利用小微湿地资源本底，
举全区之力，大力实施“全域治水·湿地
润城”，打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形成多
点开花的全域湿地生态格局。

水，是湿地的灵魂。为打造一城清
水，梁平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双
组长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湿地保护修
复、国际湿地城市创建三联工作领导
小组，并组建了唐宏所在的生态湿地
专职管理机构——梁平区湿地保护中
心。与此同时，梁平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制定“1+6”水污染防治方案和

“8+1”河长工作制，统筹实施水污染治
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三水
共治”。

此外，梁平还组建了由杨志峰院士
领衔的湿地保护专家委员会，通过搭建
湿地生态科研平台，携手国家湿地保护
与修复技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
院所共建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梁平实验基地、长江上游湿地保护研究
中心、智慧湿地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
开展明月山系及龙溪河流域生态研究，
构筑成渝湿地生态廊道。

搭建全国首个
城市湿地连绵体

在梁平城区有一片面积达1800亩
的湖水，倚巍峨梁山、映绵延竹海，水清
岸绿、鱼儿畅游、鸥鹭翔集，这便是重庆
市最大的城中湖——双桂湖。

在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内，中国城
市报记者看到一片片绿植深浅交织，微
风吹过，芦苇摇曳，棉凫觅食游弋。

据介绍，近年来梁平区以保护双桂
湖源头为本，实施“十大治理举措”：实

施入湖三大河流生态治理、构建水文水
系河湖连通体系、取缔网箱养鱼20余
处、完成生态搬迁近500户、建设环湖
雨污综合管网13公里、打造环湖小微
湿地群落、开展环湖岸线生态保护修
复、建立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控制农村
面源污染、加强22.88平方公里汇水集
雨面水源涵养。

走向公园深处，两座竹子搭成的小
屋坐落在栈道一侧。一进小屋，一块名
为“双桂湖湿地公园鸟类AI监测大数
据平台”的屏幕映入眼帘。屏幕上，正
全方位动态地显示着温度、湿度、光照
强度等环境信息，以及珍稀鸟类的活动
情况。

唐宏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公园
内摄像头通过提取各种鸟类体貌特征，
辅以数万张照片和影像素材，实现对视
频画面中的运动鸟类进行多目标捕捉
和“鸟脸识别”分类，并在监测到珍稀鸟
类时，进行重点报告。

“人们评判水质的好坏，往往只关
注它清不清澈。但水环境究竟怎么样，
鸟类最有‘发言权’。”唐宏透露，2019
年，阔别39年的灰雁再次回归重庆，

“落户”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目前公
园内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拥有脊椎动
物280种（其中鸟类210种），高等维管
植物623种，包括国家Ⅰ级保护动物青
头潜鸭在内的上万只雁鸭类候鸟每到
冬季都会来双桂湖越冬栖息；还有《诗
经》提到的远古走来的植物——荇菜，
面积达500余亩。

站在公园的栈道上抬眼望去，不远
处就是繁华的市区。杨先生是位观鸟
爱好者，每逢休息日，他总会扛上相机
来到湿地公园蹲点观鸟。“水清了，生态
环境变好了，各种各样的鸟儿来得多
了，这一城清水也让梁平人的生活变得
更欢畅惬意起来。”杨先生说。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变为城市生
态会客厅的背后，不仅有双桂湖水的功
劳，城市湿地连绵体同样发挥了不可小
觑的作用。

据了解，梁平在重构农林湿地系统
的基础上，聚力建设全国首个城市湿地
连绵体，充分利用“一湖四库六水”优质
水生态资源，以双桂湖为核心，大力实
施河、湖、塘、库、溪连通，引水进城区、
进社区、进小区，贯通城市水系绿系，构
建了约30平方公里结构完整、功能连
续的城市湿地连绵体。空间上，各种斑
块的湿地连续镶嵌在城市之中；生态功
能上，类型各异的湿地各司其职又有机
联系，发挥了城市地表径流收集和净
化、城市生物多样性保育、城市小气候
调节、城市雨洪管理、城市景观优化提
升等作用。这样一来，湿地融入了城
市，实现了“推窗见绿、处处见湿”。

发挥小微湿地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

“小心一点，别把螳螂放走了。”初
冬午间，在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口，一
群孩子围在“昆虫旅馆”的周围，好奇地
观察着“旅馆”里昆虫的一举一动。

这座“旅馆”不到2米高，由废弃的
竹木和瓦片搭建而成。每当下雨时，
蜜蜂、蚂蚁等生物就会到这里来“避
雨”。“旅馆”外，青山绿水，碧波荡漾，一
栋栋白色农房掩映其中，房前屋后花
木相衬，展现出一幅清新静美的田园
画卷。

村子里，民宿老板陈万明正忙着招
待客人。多年前，他的身份还是石膏
矿的老板。他向中国城市报记者回忆
说，村里曾经靠山吃山，因无休止采
矿，导致环境千疮百孔——地下水渗
漏、地面塌陷、河道断流，村里也常年
被浮尘笼罩。

看到曾经山清水秀的乡村“面目全
非”，猎神村决定转型发展，当时建了
不少民宿，希望通过旅游来增加村民
收入。

然而，房子建好了，没有客人来。
这让当地管理部门意识到，好的生态环
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前提。

竹山镇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我们利用浅丘地带中的沟、
塘、渠、堰、井、泉、溪、田等优质湿地资
源基础禀赋，将小微湿地保护建设与乡
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进行
了深度融合，让小微湿地成为乡村振兴
的美丽风景。同时，村里还盘活闲置农
房，打造明月山·百里竹海民宿群，让农
村变景区、农房变客房。”

如今，昆虫来了，候鸟来了，游客也
来了。陈万明说，他18间民宿客房的1
个月纯利润就有3万多元。

同样尝到生态富民甜头的，还有重
庆市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蒋绍国。在当
民宿老板前，蒋绍国在外地从事雕塑工
作。了解到家乡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后，
他义无反顾返乡创业，在安胜镇万石耕
春景区打造了碗米民宿。

在碗米民宿内，中国城市报记者看
到建筑风格别具一格，整个民宿包含有
稻谷成米体验区、农产品展示区、土陶
体验区、农耕体验区、稻草编织体验区、
耕读文化民宿区和木雕手工作坊等11
个特色专区。

作为一名雕塑工作者，蒋绍国还在
院落里放置了许多自己的雕塑作品。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有耕读传家
的传统，所以在建民宿时，我想给来此
游玩的人们传递更多的文化元素。”蒋
绍国说。

民宿院落的尽头紧连着一望无际
的田野，向远眺望，远山上“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9个白色大字格外醒目。

据介绍，近年来，梁平探索湿地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将小微湿地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在全国率先探索推广“乡村小
微湿地+有机产业、民宿康养、生态旅
游”等模式，建成400余个具有典型示
范效应的小微湿地，有序构建乡村湿地
生命共同体，形成经济作物种植、水产
养殖、湿地康养、湿地旅游四大生态支
柱产业。

眼下，人们在关心，戴上荣誉桂冠
后，梁平如何书写国际湿地城市后半篇
文章？

对此，梁平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将持续巩固拓展国际湿地城市
创建成果。在乡村小微湿地生命共同
体优化上，将进一步推广“小微湿地+”
发展模式，打造主城都市区粮、蔬、果、
渔保供基地5万亩，建设竹丰湖、铁门
大白水等康养基地，推进湿地康养产业
高质量发展；在城市小微湿地群提升
上，将深入开展全域湿地示范工程，培
育以双桂湖为核心的5万亩城市湿地
网络，规划构建以二环路、渔米路和318
国道为纽带的10万亩稻田湿地水文水
系；在“湿意”生活赋能上，将成立中国
小微湿地联盟，整合大数据资源，加强
无人机5G巡航、无人船巡护、鸟类监
测识别智能系统（2期）、鸟类AI声音
识别智能监测系统、电子围栏等智能
巡护、动态监测项目建设，实现湿地智
慧化管理。

由此可见，水、野生动物、湿地和梁
平的故事还在继续……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重庆市梁平区安胜镇万石耕春景区自然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