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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修复
擦亮生态底色

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
地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
丰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
飞区候鸟的重要中转站、越冬
栖息地和繁殖地，被国内外专

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该

栖息地鸟类由 1992 年的 187

种增加到目前的373种；植物

种类则由 1995 年的 393 种增
加到现在的685种。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黄

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
生态修复力度，对山东东营黄
河口候鸟栖息地的生态保护发
挥着重要作用。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规
划建设科负责人周立城表示：

“我们按照‘陆海统筹、综合治
理、系统修复’的工作思路，大
力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形成了3
种针对不同类型湿地的修复模
式，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构建水系循环系统，
大力修复淡水湿地；通过构建
微型生态系统，大力修复盐沼
湿地；通过构建生物演替系统，
大力修复海岸带湿地。”周立城
说，“我们开展生态修复工作，
修复的是植被、营造的是生境。
每一项生态修复工程，都是为
了营造适合不同植被、不同底
栖生物、不同鸟类生活的生态
环境，每一项工程都是和山东
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世界自
然遗产密切相关的。”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在河流淡水湿地，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按照生态学要求设
置大缓坡和深水区引进黄河
水，建设鸟类繁殖岛、鱼类栖息
地；结合下游漫滩补水需水量，
系统考虑鱼鸟生物关系，设置
快速过水通道，形成“河流水系
循环连通、原生湿地保育补水、
鱼虾生物繁衍生息、野生鸟类
觅食筑巢”的生物多样性湿地。

在盐沼湿地，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通过项目实施，全
面修复黄河三角洲受损的盐
地碱蓬植被，不断发挥盐地碱
蓬群落改良土壤、降盐增肥、固
碳增汇等生态功能，为鸥、鹤、
鹬等珍稀濒危鸟类提供重要栖
息地。

在海岸带湿地，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通过全面治理
互花米草，使往日的“绿色沙

漠”焕发了勃勃生机。据介绍，

今年春季，互花米草项目治理
区发现丹顶鹤137只、黑嘴鸥
等鸥类8000余只、鸻鹬类约2
万只。

智能监测
为候鸟活动保驾护航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
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
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亚杰谈
道：“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必要条件，是生态安全的
重要保障。山东东营黄河口候
鸟栖息地对于东亚—澳大利西
亚迁飞区的候鸟而言，是不可
替代的枢纽。”

据了解，黄河三角洲自然
保护区坚持科学保护，提高生
物多样性水平，联合北京师范
大学、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中国
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等院校及研究单位，建成了东
方白鹳保护研究中心、黄河三
角洲生态环境定位观测研究
站，并开展了东方白鹳、黑嘴
鸥、鹤类等关键物种栖息地的
保护工作，累计建设东方白鹳
繁殖招引巢133个，改善了鸟
类筑巢繁殖环境。

同时，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加强生态感知，提高生态
环境实时监测能力。赵亚杰表
示，该保护区加快构建“天空地
海”一体化监测体系，建设 35
处5G网络基站，实现了5G网
络全覆盖，为智慧监管提供了
数据传输保障。

此外，黄河三角洲自然保
护区研发新技术，提升生态系
统数智化监测水平，通过综合
运用互联网、无人机、大数据等

先进手段，打造AI图像识别点
位20处，全国性首创东方白鹳
繁殖行为识别技术，提升了对
旗舰物种的保护力度。

赵亚杰介绍，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还研发了手机端

“多彩黄三角”应用平台，便于
野外记录守护和准确识鸟；利
用“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跟
踪东方白鹳、丹顶鹤等珍稀鸟
类128只，获取有效信息超1.5
万条，掌握关键物种的分布特
点和迁徙动态，为科学保护提
供了高效、精准的数据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黄
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建设湿
地、鸟类、人为活动等视频监控
200余处，搭建垂直起降固定
翼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3处、
红外摄像系统10处、海上雷达
预警系统2处，保护区智慧监
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着力打造
特色生态城市“升级版”

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
地跻身“世遗”行列，将对东营
市的发展产生哪些带动作用？
东营市如何进一步发挥世界自
然遗产价值，提升生态保护工
作水平？

“此次申遗成功，能够进一
步提升东营黄河口的国际知名
度，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
成员、市土地矿产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于汇洋表示，下一步，该
市将以申遗成功为契机，秉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充分
发挥自然遗产生态价值，持续
加强传承利用，着力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于汇洋介绍，一方面，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机制，拓
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路径。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成
果转化应用，创新探索黄河口
公共生态产品社区共享、生态
补偿、区域品牌等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
努力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
范区，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国际湿地
城市、世界自然遗产、国际重要
湿地、国家公园”4张“生态名
片”融合发展。紧抓此次申遗
成功契机，持续坚持规划引领，
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加强
湿地保护管理，提升湿地生态
功能，进一步推动生态品牌和
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相互促
进、融合发展；以生态品牌、湿
地特色为媒介，以文化底蕴为
精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样板，打造特色
生态城市“升级版”。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10
月，东营市将举办2024国际湿
地城市市长圆桌会议，这也是
该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

“会议的举办对于加强湿地保
护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将有效促进国际湿
地城市间的交流合作，提高湿
地保护管理水平，提升东营市
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和黄河入海
口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于汇洋说。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
态旅游中心主任王忠敏表示：

“我们将以山东东营黄河口候
鸟栖息地成功跻身世界自然遗
产行列为契机，科学利用‘河海
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三
大世界级旅游资源，深入挖掘
黄河口生态文化内涵，广泛开
展研学旅行、科普教育、生态文
明教学等活动，弘扬好黄河文

化、讲述好黄河故事。”

上下图均为：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里，鸟儿在自由飞舞。丁洪安摄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

守护世界自然遗产

守护世界自然遗产        激发更大生态优势

激发更大生态优势

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

地位于东营市的山东黄河三角

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

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以

及拟建设的黄河口国家公园范

围内，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

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二期）总

面积的63.52%。

在今年7月底召开的第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通过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

地成功跻身“世遗”行列。这也

标志着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

息地成为山东省首个世界自然

遗产。

以此为契机，东营市及其

相关单位将如何秉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持续加大湿地

生态修复力度，打造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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