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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盐城市湿地保护年报盐城市湿地保护年报
□盐城市湿地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心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碳的存储器”“物种的资源库”和“鸟类的家园”，与森林、海洋

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科学保护和修复湿地，维护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2023 年，盐城作为“国际湿地城市”，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影响力，成

功举办了2023 全球滨海论坛会议，共同探讨滨海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23 年

全市湿地保护率为49.4% ，自然湿地保护率提升至63.9% 。

今天是第28个世界湿地日，主题为：湿地与人类福祉。今年的主题强调了湿地与人类福

祉息息相关，人类从湿地生态系统中汲取营养、灵感和复原力，呼吁行动起来保护修复湿地。2

月1 日，盐城市湿地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心发布了《2023 盐城市湿地保护年报》。本年报

详细介绍了我市在2023 年开展的各项湿地保护工作，包括制定和执行新的保护政策、开展湿地宣传和

教育活动、推进湿地修复项目等。同时，报告也对盐城湿地水环境和鸟类多样性进行监测、分析和评

价，形成《2023 盐城市湿地保护年报》，以期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湿地管理与保护、生态修复和科

普宣教的参考。本报摘登如下：

《梵高的画笔》 宋从勇 摄

《秋到黄海滩涂》 顾枫 摄

《《湿地精灵湿地精灵》》 张维张维 摄摄

《《潮间带上采贝人潮间带上采贝人》》 顾枫顾枫 摄摄

《《天然调色板天然调色板》》 陈国远陈国远 摄摄

《《哨兵哨兵》》 孙江孙江 摄摄

《《驰骋滩涂驰骋滩涂》》 丁信枫丁信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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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湿地资源概况
盐城市湿地面积大、类型多、国际影响力大，地处太

平洋西海岸，是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型湿地，也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的中心节点，拥有“世界自
然遗产”和“国际湿地城市”两张耀眼的国际名片。全市
拥有582公里海岸线，湿地保有量76.97万公顷，约占全省
湿地面积的 27.3%，滨海湿地面积约占全省 57%、全国
10%。其中自然湿地56.02万公顷，占全省自然湿地面积
的28.7%。

提升自然湿地保护率
保护率是指受保护的自然湿地面积占自然湿地总

面积的百分比。2023 年，我市通过新建滨海入海水
道、北八滩河入海口、顶港河湿地保护小区、郭猛二支
河东干河湿地保护小区等 48 个湿地保护小区，全市湿
地保护率为 49.4%，自然湿地保护率从 62.4%提升到
63.9%。

科学指导生态修复
2023年，我市积极组织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修复退化

湿地面积合计1.17万亩，修复面积位列全省第一。其中，
一是近海湿地的修复保护，通过打捞浒苔，净化了水质，
保持海洋与湿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修复新洋港、川东港
南侧建川养殖区、珍禽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近海与海岸
湿地。二是河流湿地的修复保护，组织对蟒蛇河全线的
河、渠、沟的疏浚、绿化，通过开展沿线污染清理，河流岸
线维护和植被修复，持续改善水质，修复河流湿地。
2023年9月，我市有两个湿地生态项目入选第二届江苏
省“最美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全省共有9个案例，我市2
个入选，分别是：世界遗产名录——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条子泥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最美生态河——盐城
蟒蛇河生态修复。

积极开展互花米草治理
为遏制互花米草扩散趋势，提升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质量，维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稳定，2023年，我市编
制完成全市及沿海各县（市、区）互花米草治理实施方案，
并全面启动互花米草治理。根据2023年开展的互花米草
专项调查，我市沿海互花米草面积23.2865万亩，约占全
省互花米草面积的三分之二，沿海各县（市、区）均有互花
米草分布。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市完成治理面积约
11.9万亩（含大丰麋鹿、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万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我市力争用三年时间
全面根除互花米草，恢复我市沿海滩涂应有的生态面貌。

湿地科研与监测
市遗产保护中心通过组建鸟类、环境、地质地貌、生

态修复、可持续旅游监测小组，开展基础监测，不断完善
全市湿地监测网络。组织相关保护管理机构、盐城市观
鸟协会开展的鸟类监测项目中，调查发现了多年未见的
极危鸟种青头潜鸭、黄胸鹀，江苏省新记录鸟种欧亚旋木
雀，盐城市新记录鸟种红交嘴雀。

国际重要湿地
盐城市共有两处国际重要湿地，分别为大丰麋鹿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和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
护区国际重要湿地。2002年，分别被国际湿地公约秘书
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省级重要湿地
根据《江苏省湿地保护条例》规定，结合江苏湿地

类型及湿地保护状况，省级重要湿地可分为湿地保护
地（包括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湿地公园）、重要湖泊湿地、
长江湿地、滨海河口湿地4种类型。根据江苏省林业局
2019年12月发布的《江苏省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统计，盐
城市省级重要湿地有7处，分别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湖
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大纵湖（二级名称为江苏盐城大纵
湖国家级湿地公园）、阜宁金沙湖省级湿地公园、新沂河
口湿地和小洋口河口重要湿地。

湿地分类保护工作
2023年共计建设湿地保护小区48处，在盐都区建立

20个湿地保护小区，建湖县建立10个湿地保护小区，射阳
县建立7个湿地保护小区，阜宁县建立8个湿地保护小区，
滨海县建立2个湿地保护小区，亭湖区建立1个湿地保护
小区。全市自然湿地保护率由62.4%上升至63.9%。

截至2023年12月，我市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
国家级湿地公园2处、省级湿地公园2处、市级湿地公园3
处，湿地保护小区125个、水源地保护区9处、风景名胜区1
处、森林公园3处，初步构建起自然湿地保护体系。

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工作
2023年，我市积极组织湿地保护修复工作，修复退

化湿地面积合计1.17万亩。其中：

大丰区川东港南建川养殖区生态修复工程

大丰区在川东港南建川养殖区1620亩退养区域开展生
态修复试点工程。探索实施了“生态+农业”的修复方式，采
取稻谷部分收割、部分留为鸟类食物的模式，其秸秆也为鸟
类繁殖、夜栖及避险提供场所，谷物售卖的经济收益则作为
生态修复工程的后期管护经费，从而实现了“生态+农业”循
环互补的良好局面。为减轻区财政压力，积极引入风电项
目生态补偿资金1900万元参与生态修复项目建设。

东台市川水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该工程开工日期为2022年12月30日，变更内容施工
完工日期为2023年8月30日。项目区修复海岸带湿地面
积1250公顷，包括生态湿地恢复和配套设施。生态湿地恢
复：恢复淡水湿地125公顷，咸淡水湿地91公顷，北区咸水
湿地130公顷，南区咸水湿地409公顷，互花米草防治区
495公顷。本工程采用“湿地水文水系修复+湿地微地
形修复+湿地植被修复+鸟类栖息地修复+互花米
草防治”修复措施，有效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
提高了区域内物种多样性，恢复了项目区淡水湿
地、咸淡水湿地、咸水湿地等原生自然湿地生
境，为区域内珍稀鸟类营造了适宜栖息环境。

建湖县九龙口湿地公园湿地修复工程

2023年，九龙口湿地公园湿地修复面积
1050亩，建设生态岛，丰富鸟类生境，新增人
工岛5个，新增深水区域10处，栽植湿生树木
10万多株和多种浆果类果树，为鸟儿提供栖息
地，现有鸟类160多种。九龙口景区建成全国
首家“碳中和”景区，获得《国家地理杂志》“红
框”（文化）、“绿框”（自然）“双框”景区称号。九龙
口湿地修复案例被《焦点访谈》作为正面典型在全国
宣传。湿地公园按湿地保护修复项目规划，近年连续
开展各项湿地修复工程，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实施
河道疏浚，清理河道20多公里；收储塘口100多个，
退圩还湖共2万多亩；推进杉林大泽项目，近年
来，累计栽植杉类苗木20000多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