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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纵湖今日大纵湖

（本版图片：戚晓云 记者 李思远 摄）

□记者 陈婷
数台大型机械挥臂作业，远处

一群麋鹿悠闲觅食，成群的鸟儿在
水边嬉戏。这幅场景近日出现在
东台市弶港镇蹲门村境内的川水
湾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施工
现场。

这是我国首个在海岸带遗产
地开展的生态修复项目，位于世界
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一期）保护范围内，总投资
1.68亿元，覆盖面积1.9万亩，涉及
岸线长度约6公里。当前，该项目
正综合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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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岸带湿地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追求美丽与发展同行的道路
上，创新、破题无处不在。

近年来，盐城加大湿地保护修
复力度，试点开展“生态岛”建设，
着力打造沿海生态修复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NbS”被写
入盐城市党代会报告，盐城黄海湿
地遗产地生态修复案例入选“生物
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申遗成功后，盐城兑现对世界
遗产委员会的承诺，在条子泥湿地
迅速划出720亩专用地，打造国内
第一块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
——“条子泥720高地”。这是全球
保护联盟团体携手盐城，把国际观
测方法、保护理念落在这片栖息

地，最终形成可供全球学习借鉴的
好方法。

“条子泥720高地”积极实践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生态
自然修复为主、人工适度干预为
辅，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
施勺嘴鹬等小型鸻鹬类栖息地营
造、裸滩湿地恢复、岛屿建设、黑嘴
鸥繁殖地建设等措施。目前，条子
泥的候鸟种群数量已达412种。

大丰四卯酉生境提升项目，44
公顷的地块通过“小塘并大塘”形
式，做好水位控制，为鸟类栖息、觅
食提供适宜场所；通过引入淡水，
消除了外来物种大米草的侵害
等。修复后，吸引大量黑脸琵鹭、
白鹭等前来栖息。

射阳盐场1号水库生态修复项
目，对当地进行湿地恢复，包括引
水补湿、地形改造、疏通水网水系、
建设生态岛屿、营造栖息地植被、
构建水生食物链，打造自然的生态
环境，恢复成自然湿地。如今，1号
水库完全恢复湿地生态功能，各种
鸟类常年在此生活栖息。

远眺水天一色，群鸟翩飞；近
览蒲苇摇曳，人水相依。条子泥
720 亩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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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等更多生物打造一个又一个新
家园。

打造鸟类新家园

丹顶鹤在湿地觅食丹顶鹤在湿地觅食生态环境优美生态环境优美

湖荡湿地成为鸟类湖荡湿地成为鸟类““天堂天堂””

水在城中，城在景中。如今的
盐城，高楼林立间觅得绿色河湖，
丛林掩映中藏着幽静步道，越来越
多的市民在享受湿地带来的绿色
空间时，也将保护湿地的理念刻进
了心里。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历史文
脉与河滨风光彼此赋能、交相辉
映。近年来，盐城市委、市政府按
照“规划引领、流域治理、水岸同
治”原则，全面开展串场河、新洋港
（蟒蛇河）、通榆河全域整治，重塑
水乡生态，绘就盐城水韵之美。

走进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沉
浸式感受黄海湿地的秘密和故事；
毗邻的盐城湿地博物园内，水光潋
滟、万物茂盛，丰富的多类型小微
湿地，让人切实享受湿地带来的绿
色空间。

为了让更多人亲近湿地、走近
世遗，盐城将市区老火车站改造成
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并建设湿地
博物园。随着系列中小学湿地教
材的编写，世遗进百所高校、黄海湿
地少年营等活动的开展，保护生态
的种子也在青少年心中扎下了根。

盐碱荒滩变成林海绿洲，造林
总量全省第一；PM2.5浓度、优良天
数比率、国省考断面优Ⅲ比例“三个

全省最优”……“抬头盐城蓝、四顾
生态绿”渐成盐城人的生活日常。

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盐
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所在、动力所
在、后劲所在。坚持生态惠民、生
态利民、生态为民，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环境治理体
系现代化建设……盐城环境治理
不断从“治标”迈向“治本”，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

绿色成为盐城最动人的底
色。党的十八大以来，盐城深入推
进国土绿化行动，绿色总量迈上新
台阶，绿化结构不断优化，先后创
成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截至2022年底，全市森林覆盖
面积538万亩，林木覆盖率25.17%。

绿色发展，带来的是焕然一新
的格局。可喜的是，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推进，盐城人的生态环境意识愈
加强烈，绿色行动更加自觉，特别是
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正在推动全社会
形成更绿色、更环保的新风尚。

鸟儿留恋停留，城市绿色呼
吸，市民爱惜守护……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城市与湿地融合律动，共
同绘就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靓
丽的生态底色。

湿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大海沙洲雄奇壮阔，湖泽河港纵横交错，群鸟齐飞美妙壮
观……“国际湿地”和“沿海绿城”的浪漫叠加，让盐城成为万物
共生、万鸟翔集的湿地之城，更是市民惬意栖居的诗意家园。

盐城是一座湿地上诞生的城市，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城市，
兼具湿地、海洋、森林三大生态系统，拥有长三角最大的绿肺、
最好的空气、最多的珍稀鸟类，创成国际湿地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共同绘就更加诗意的生活画卷，盐城正为湿地保护融入城市发
展提供城市样本和范例。

盐城，一座湿地上诞生的城市——

星罗棋布的湖荡湿地，彰显着盐
城鲜明的水乡特色。

既还湿于鸟，亦还湖于民。聚焦
生态治理与保护，盐城举棋落子于碧
水河湖之间，积极实施退渔还湖、引江
入湖、生态修复、污水处理等湖荡湿地
保护工程。

建湖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内，荡
滩绿浪翻滚，湖光天色美不胜收。湖
中的生境岛草木青葱，成群的鸟儿时
而贴湖飞行，时而飞向高空，原生态之
美尽现。

湖清水绿，潟湖鱼鸟欢歌。近年
来，九龙口以创建国家湿地公园为抓
手，大力实施退圩还湿工程，全面整治
湿地水环境，恢复湿地植被。2015年
至今，九龙口共收储塘口800多公顷，
退化湿地植被修复面积超 300 公顷，
鸟类数量大幅增长，观察记录鸟类多
达107种，陆续发现震旦鸦雀、东方白
鹳等珍稀鸟类种群。

一碧万顷，美景如画。如今金沙
湖常年保持Ⅱ类水质，湖心达Ⅰ类水
质，近百种鸟禽在此栖息。退沙还湖、
湖形整理、围湖铺沙、依沙建路、湖堤
造林……十年系统修复，让曾经的废
矿水塘变为碧波浩渺的生态景区。

自2009年起，阜宁全面实施金沙
湖湿地修复工程，迁移周边家禽养殖
场、各类工业企业，实施万亩湖形综合
整治、千亩生态氧吧等项目，新增绿地
400公顷，修复芦苇湿地10公顷，植被
覆盖率80%以上。

大纵湖水草丰茂，湖水清澈。芦
苇丛中、迷宫航道里，鸟儿随处可见。
乘船经过，惊起一滩鸥鹭。精心呵护
的生态环境，使大纵湖国家湿地公园
美不胜收，成了候鸟越冬的“天堂”，吸
引省内外游客竞相前来“打卡”。

近年来，大纵湖湿地大力实施退
渔还湖、渔民搬迁、水上拆违等系列工
程，增强西部湖荡湿地生态和碳汇功
能，再现“百万水鸟飞平湖”的壮丽景
观。

好风景带来新“钱景”，一幕幕“两
山”转化的缩影，成为盐城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走上小康岸，
大纵湖居民旅游收入增加了 3 倍；九
龙口国家湿地公园的游客接待量和营
收持续增长，公园员工 70%来自周边
各村；金沙湖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
客 200 多万人次，直接和间接带动就
业1000多人，景区富民的目标正逐步
变为现实。

最美湖泊还湖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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