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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至4月24日，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
动周期间，我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丰富
多彩的宣教活动，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珍爱地球”需要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能源资源
节约深入人心，绿色低碳消费渐成习惯，公共交通成
为出行首选……在盐城，爱护自然，建设好美丽家
园，正成为一种理念、化为一种行动，不仅在世界地
球日这一天，更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传承与坚持。

美丽家园，共同守护。湿地科普课堂、世遗进高
校等科普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群众湿地保护意识普
遍提升。其中，世遗进高校系列活动已经进入江苏、
云南、上海、澳门等6个省市地区的27所高校，建立
了27个高校志愿者团队，共招募志愿者352名，线
上线下共接待参观师生达10万人次。

“垃圾分类”理念落地生根。按照“先易后难、先
试后推、源头减量、分类处置”的思路，我市通过组织
推进、宣传发动、科学引导等措施，积极推动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2021年，在全市180个城市居民小区
新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411个，超额完成了省住
建厅下达的142个达标小区任务。

绿色出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我市大力推
广低碳节能装备、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发展绿色出
行，取得一定成效。截至3月底，大市区公交车辆
1556辆，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比超80%；建成公共自
行车站点425个，日借车量在1.5万人次左右。

全民健身，更绿色更便捷。每天清晨和傍晚，在
一条条环湖绿道、环城健身步道上，都能看到人们锻
炼的身影。截至2021年，我市累计投入400多亿元
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成各类健身步道1400
公里，健身场地设施向服务老百姓日常健身转变，向
绿色生态和经济实用转变。

守护地球，我们一起努力。保护环境同每个人
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减少驾
车的次数，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养成随手关
闭电器电源的习惯；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自备环
保袋；珍惜资源，物尽其用，养成良好的回收习惯
……用行动去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让节能减
排、绿色低碳成为生活主旋律。

在地处大丰区的上海农场北垦区东堆，一片
294亩的碳汇试验林经过海风的洗礼，在春日暖阳
下更显青绿。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我市
积极推进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能力，2018年以来累
计完成成片林近50万亩，推动更多的盐碱荒滩成为
碳汇空间。

2021年，全市优选11个地块1266亩进行碳汇
造林试验，选择生物量大的树种，采取全冠、原冠苗
木混交造林，开展造林前基线调查测量、造林时基础
信息记录，为助力实现“碳中和”，发挥森林在增汇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作示范。

助力“双碳”，能源是主战场。拥有长三角最为
优越的自然生态、最具规模的绿色产业、最富潜力的
碳汇空间，一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能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利用，逐步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
作出贡献。

盐城近海10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超过每秒7.6
米，远海接近每秒8米，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可达
3000至3600小时，是江苏乃至全国海上风电开发
建设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年太阳辐射总量为1400
至1600千瓦时/平方米，年平均光照时间在2280小
时左右，年发电利用小时数1200小时左右，是江苏
太阳能资源富集之地。

截至今年2月底，全市新能源累计发电量37.4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32%，占全省新能源发电量
的31.06%，占盐城全社会用电量的54.08%。这意
味着，盐城每使用100度电，超过一半来自新能源发
电。这个数字远超全球标杆——欧盟的38%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践行“双碳”目标，系统化、规模化、集中化开发
“风光”资源，带来的不仅仅是清洁能源，更是千亿级
规模的产业集群。如今，全市已拥有100多家新能
源产业规上企业，形成东台、大丰、射阳、阜宁、盐城
经开区五大新能源重点板块，构建基本覆盖资源开
发、装备制造、科创研发、配套运维等全产业链生态
体系。

目前，盐城已成为全国首批新能源示范城市、国
家海上风电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长三角地区首
个“千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城市”，被誉为“海上风电第
一城”。

“十四五”期间，盐城将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迈
向两个“2000”：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
2000万千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规模达2000亿
元以上，全力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基地、国际绿色
能源之城和国家新能源创新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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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面积536.9万亩，林木覆盖率
25.12%；去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87.4%，空气质
量全省最优、全国前列；51个省考以上断面Ⅲ类水
质比例为94.1%……这些数据所呈现出的美丽盐城，不
仅来自绿色发展大生态，也来自生活中琐碎的细节。

4月22日是第53个世界地球日，今年中国地球日活动
周主题为“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在引导全社会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动员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盐城坚持发展与保护协同、产业
与生态相融、转型与重构并进，最大限度发挥‘沿海+生态’
叠加优势，生态基底不断夯实，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更多盐城智慧、盐城经验，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
践。”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戚太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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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新村内的垃圾分类箱 黄海峰 摄

湿地森林 孙华金 摄

远眺水天一色，群鸟翩飞，近览蒲苇摇曳，人水
相依，这样的湿地美景令人向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盐城生态文明建设有效
实践的显著特征。条子泥720亩高潮位停歇地、大
丰四卯酉生境提升项目、射阳盐场1号水库生态修
复工程……一个个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为
鸟类等更多生物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新家园、新乐园。

近年来，我市切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决扛起世界自然遗产生态保护责任，扎实开展生态
修复，最大力度保护好生态原真性和生物多样性，越
来越多的珍稀鸟类在这里栖息、落脚，麋鹿种群、扩
散区域发展迅速，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明显增加。

《2021年盐城湿地保护管理报告》显示，盐城湿
地总面积约为76.94万公顷，共有5类11型。湿地
物种丰富，有5个植被型组，11个植被型，73个群系
以及19目52科416种鸟类，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鸟类27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81种，约占全国鸟
类的三分之一，湿地水鸟种类占全国水鸟种类的
60%，鸟类多样性极高。

候鸟欢歌，麋鹿奔跑。“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
勺嘴鹬，成为盐城好生态的“最佳代言人”，珍禽“朋
友圈”继续扩大：罕见丑鸭惊现盐城滩涂，填补了我
省没有丑鸭分布的记录；首次记录到蓑羽鹤，盐城再
添鹤类观察记录；小青脚鹬作为全球濒危物种，在条
子泥湿地的种群数量从不到600只增长到1164只，
连续两年刷新观测记录……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是留给子
孙后代的珍贵自然资产。盐城深入开展森林、湿地、
海洋三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作，为区域发展筑牢
绿色屏障。

——森林保护修复方面，针对盐城地处平原、缺
林少绿问题，因地制宜加大国土绿化力度，从2016
年开始实施沿海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建设工程，截至
2021年年底，全市森林覆盖面积达536.9万亩，林木
覆盖率提高至25.12%，造林总量全省第一，先后创
成国家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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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湿地保护修复方面，制定出台《盐城市黄
海湿地保护条例》，严格控制涉及遗产地的项目审
批，深入实施沿海滩涂湿地、西部湖荡湿地等生态修
复工程，全市湿地保有量为22.68万公顷，自然湿地
保护率达62%，已建立起由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保
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其他保护地类型组
成的湿地保护体系。

——在海洋保护修复方面，大力推进海岸线整
治修复和浒苔绿潮联防联控，全市自然岸线保有率
达43.8%、位居全省第一。2021年开始实施的盐城
市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成功列入国家“盘子”，
获得中央财政3个亿的支持，用于开展东台川水湾
和射阳海岸带生态修复保护，计划2023年完成修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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